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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This

 

study
 

determines
 

the
 

Late
 

Triassic
 

( 203. 7 ± 1. 6
 

Ma)
 

Jurihe
 

monzogranite,
 

which
 

was
 

probably
 

formed
 

in
 

post-orogenic
 

extension
 

setting
 

and
 

is
 

the
 

A2-type
 

granite.
 

The
 

Jurihe
 

A2-type
 

monzogranite
 

might
 

have
 

been
 

derived
 

from
 

underplating
 

of
 

mantle
 

derived
 

basaltic
 

magma
 

caused
 

by
 

the
 

separation
 

of
 

previously
 

subducted
 

plate
 

fragments
 

in
 

the
 

shallow
 

low-pressure
 

environment
 

and
 

subsequent
 

crystal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The
 

discovery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Jurihe
  

A2-type
 

monzogranite
 

in
 

the
 

Late
 

Triassic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Hegenshan
 

Ocean
 

closure
 

and
 

subsequent
 

post-orogenic
 

extensio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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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作探索与实践
———以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为例

张志伟,刘文卿,袁野,高建伟,苏桂芬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燕郊,065201

内容提要: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是打通地质科研—科普链条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岩芯科技资源现

状,分析了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现实意义,重点阐述了岩芯科技资源在向地质科普转化 5 个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提
出了今后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作应建立良好政策机制制度、转变科研人员观念、科技知识向科普转化水平、新技

术新手段的应用以及做好科普活动的实施总结等 5 项工作建议。

关键词: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岩芯;科普产品;科普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科技资源科普化是打通“科研—科普” 链条,实现创新发展

“两翼”齐飞的关键路径(宋娴,2022;刘向东,2021)。 近年

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研科普转化的政策,在国

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 2035 年)》

中,“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的五项重

点工程之一。
科技资源是指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

物力资源和科技信息资源以及组织、政策环境等的总和(徐

尚义,2005;张霞,2008)。 科技资源科普化是利用科技资源,
实现除了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之外的社会作用。



岩芯承载着大量重要的地球系统科学信息,是人类验证

地球深部信息最直接的物证,在研究地壳内部结构和物质组

成、探究地球形成与演化、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球系统科

学难题或重大地质问题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 同时岩芯还

是深入了解地下矿产资源特征最直观、最实际的途径,可为

深部成矿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和数据基础。
岩芯资源是十分重要的科技资源,是地质工作取得的第

一手资料,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推动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支撑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岩芯

科技资源严格来说归属于科技信息资源,其中与岩芯科技资

源关联的岩芯科技人力资源是指从事岩芯科学技术研究活

动的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等,据统计,
我国从事地质勘查技术人员近 15 万人,遍布全国各地,是十

分宝贵的科技人力资源;岩芯科技财力资源是指对岩芯科技

资源产出的地质科技活动以及岩芯的保管利用的资金支持,
它是政府或企业的一种重要生产性投入,我国每年地质勘查

投入数百亿元,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储备增产提供了坚

强的科技财力资源;岩芯科技物力资源是指对岩芯开展扫描

数字化、科学研究的实验仪器设备以及岩芯资源保管设施设

备等生产性工具,全国 31 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专

门建立了岩芯资源库、油气、核工业等行业单位、矿山企业、
地勘单位等均有规模不等的岩芯资源库,配置了高端的岩芯

分析仪器设备;岩芯科技信息资源是指实体岩芯、数字岩芯

以及岩芯相关的报告、文献、专利和其他的为科学研究提供

服务的科学数据资料及信息库 ( 张志伟, 2020; 张志伟,
2021)。

但是,如何把这种岩芯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破解

地学科普有效供给不足,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地质工作在支

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认知面和认可度,增进地质行

业与社会公众的联系,仍需要开展大量探索性、实践性的

工作。
1　 岩芯科技资源现状

我国高度重视岩芯汇交管理和服务利用工作,根据《地

质资料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之规定,我国岩芯实行分类筛选、分级保管,按其内容的重要

性、典型性、代表性分为Ⅰ、Ⅱ、Ⅲ类,分散保管在自然资源实

物地质资料中心(下简称“实物资料中心”)、31 个省(区、
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和数以千家的地质勘查单位、工矿企

业;油气、海洋岩芯目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保管单位接收

保管并提供服务利用(张志伟,2018)。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岩芯资源。 据统

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累计钻探量已达 3 × 105
 

km 延米。
2009 年全国岩芯保管情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482 个主

要保管单位共计保存岩芯 1×105
 

km 延米以上。 随着时间的

推进,我国每年都在增加大量的岩芯。 据自然资源部公布的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统计,近年来,我国主要矿种勘查平均

每年的钻探工作量近 2×104
 

km,形成的岩芯数量是海量的

(张志伟,2020;张志伟,2021)。
截止 2022 年底,全国馆藏重要岩芯资源总量约 3× 103

 

km(Ⅰ类),实物资料中心保管的(含地方代管)岩芯资源量

已达到 1. 83×103
 

km,主要包括科学钻探全孔岩芯、油气地质

调查岩芯、重要典型矿床岩芯和其他重大工程岩芯等,约占

全国重要岩芯资源总量的 60%以上,具有全国重要性、典型

性和代表性,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地质构造单元、重要成矿

区带(或盆地)、所有成矿类型、所有矿种等,构成了资源类型

丰富、数据规模庞大、数据质量权威的岩芯资源体系,且均得

到长期安全有效保管。 近年来,我国全面开展了岩芯数字化

工作,全国已经累计完成了超 2×103
 

km 的岩芯资源多参数

扫描,获取了岩芯表面及内部蕴含的各类物理、化学、结构等

数据信息,将实体岩芯“数字化”,建立“全国数字岩芯平

台”,汇聚了 115 万个钻孔目录数据及 8×102
 

km(Ⅰ类)岩芯

数据并上线服务,实现了 31 个省馆在线化数据采集与上报,
全年用户访问量达 2. 8 万人次。
2　 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是地质条件复杂、地质工作类型丰富、矿种齐全的

国家,地质工作队伍庞大,全国各级各类单位在“新时代科

普”号召下,依托地质工作中形成的丰富岩芯科技资源,开展

丰富多彩的地学科普活动,可为地质科学工作赋能,反哺并

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工作。
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重点在于合理配置和利用珍贵的

岩芯资源,对岩芯科技资源所蕴含的科学知识提取、分析、整
合和再开发,促使知识从在行业内流动转变为向全社会外

溢,以提升全社会创新效率。 比如,与岩芯资源关联的学术

论文、成果报告等是岩芯科技资源向科普资源转化的科学保

障和源泉活水,科研工作者通过某一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

发表科研成果只是传播的起步,而不是终点,向科普转化的

知识内容应用网络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存在薄弱环节,研究发

现,将岩芯科技资源在信息平台进行广泛科学普及传播会带

来科研成果的高引用率,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杨晶,
2015;陈玲,2018;王英俭,2019;王大鹏,2020)。
3　 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探索与实践

实物资料中心明确了“1+2+3”总思路:“1”是以履行全

国实物资料管理职责为核心,“2”是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专
业服务和科普服务”为两翼的业务体系架构,“ 3”是以打造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岩芯数字化和应用服务、全国地学

科普研学高地”三面旗帜的长期目标,同时专门设置了科学

普及室。 实物资料中心依托岩芯科技资源建立了“国家自然

资源科普基地(自然资源部、科技部)”、“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中国科协)”、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 教育

部)”、“中国地质学会首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中国地质学

会)”、“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教育部等十部

门)”等多家部委地学科普基地,截止 2022 年 12 月,已累计

服务公众达 150 万余人次。 借助岩芯科技资源,使得社会公

众充分认知了地球的奥秘,广泛开展了基于岩芯科技资源的

教学实习、展览展示及科普产品开发工作,推进了公众参与

地学认知。 开发岩芯的地质特色文创产品,弘扬新时代地质

文化,实现岩芯的特色开发与使用(敖妮华,2022)。
在岩芯科技资源科普转化过程中明确了以“基地、项目、

产品、活动” 为主要任务,以“科普基地、研学基地、宣传阵

地”为业务方向的建设思路,具体开展了常设展览、专题展

览、产品开发、科普知识竞赛、科普演讲比赛、岩芯实地观察、
岩芯钻井作业虚拟现实、绘画设计创作等丰富的活动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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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带领社会公众走近地质工作,了解地质工作,领略地质

风采、感悟地质精神。
3. 1　 常设展览

实物资料中心建设了“实物地质资料展厅”和“实物地

质资料博物馆”2 个展馆。 前者主要展示我国最新地质调查

成果,依托岩芯等科技资源,搭配图文、影像、模型等构建不

同的科普版块。 诸如序厅、矿产资源厅(包括黑色金属矿产

厅、有色金属矿产厅、贵金属矿产厅、三稀矿产厅、非金属矿

产厅、能源矿产厅)、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调查厅、金钉子厅

等,充分展示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新兴矿

产等最新科研成果,对地质调查科研最新成果进行科普化、
大众化传播,使社会公众增强对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矿产、
基础地质科研等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的认识,提高社会公众

对地质科学发展前沿的关切;后者以地质年代时间轴为序,
展示了不同年代、不同矿床成矿时代等的岩芯资源,为社会

公众打开一扇窗,通过地质工作者获取的岩芯等科技资源,
追问地质事件缘起,捕捉地球演变信息,研究地球物质组成、
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解读地球的过去、现在,努力探索地球

的未来。
3. 2　 专题展览

基于油气页岩气重大地质调查成果,开展“走进油气页

岩气地质调查”专题展览活动,挑选安页 1 井、汶页 1 井、突
参 1 井、柯坪 1 井、博参 1 井、尉参 1 井、宜参 1 井、通地 1 井

等含油气页岩气段岩芯、图文等进行展示,对宣传我国油气

资源调查国情,普及油气页岩气科学知识,起到积极的作用;
“向地球深部进军”专题科普展亮相北京科学中心,展览以岩

芯、钻头及图文形式展示了地球的内部圈层结构和我国在向

地球深部进军方面做出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松科 2 井”取

得的最新成果,旨在向公众展示我国在探秘地球深部方面取

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国家战略资源能源———页岩气、稀土”、
“探索深地深海资源秘密主题展览”等。

 

截止 2020 年 12 月,
展览 30 余场次。
3. 3　 岩芯实训

依托实物资料中心“一园两馆”及岩芯库(7×102
 

km 岩

芯)等资源,为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提供线路参观、
研学考察、认知实习等活动。
3. 4　 科普产品研发

(1)科普读物类:组织科研人员编写科普图书、画册 5
部。 如:《穿越 46 亿年深地》,入选了中国科协“2022 年科普

中国创作出版扶持计划”出版类重大性选题;《十个伙伴来分

级》、《大地的馈赠,探寻地下宝藏———走进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馆》、《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岩心认知

科普画册》、《〈矿物与生活〉系列科普画册》、《典型矿床实体

岩芯图册》。
(2)视频类:创作了《我国滇黔桂地区卡林型金矿成因》、

《小小岩芯大奥秘》、《探索地下宝藏———福建上杭紫金山铜金

矿石等系列科普微视频》和《地质大标本会说话———海南石碌

铁矿富铁矿石等系列科普音频》等科普视频 20 多个。
(3)文章类:撰写了《原来页岩气也有家》、《瓷器的秘

密———高岭土》等科普文章 20 篇。
(4)体验产品类:开发了《松科二井岩芯认知虚拟仿真

产品》、《探秘鄂西地区页岩气虚拟仿真产品》、《北京西山探

秘之旅虚拟仿真产品》、《实物地质资料网上三维展厅》、《云

端地质大标本园虚拟漫游平台》以及基于地质岩芯的岩石物

理、化学特性开发的“地质科学小实验”,比如玩转地球—地

学科普小实验地球物理系列之发现自己、发现磁场、发现电

流、发现重力、发现矿物、发现宝石、发现辐射、发现电波、发
现臭氧、彩虹解密、给点颜色、荧光揭秘等。

(5)研学产品类:开发了地球深部岩石认知、地球岩石显

微世界、岩石与名山美景、岩石 3+ 3+ 3 科普实验、穿越白垩

纪、探寻远古生命等研学课程,制作了相关课程方案、课程手

册、课程课件、讲解视频、展教具等资源,并创意设计制作了

研学书包、笔袋、帽子、书签、记事本、任务卡等系列文创产

品。 上述作品共荣获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优秀产品奖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技奖(科普类)一等

奖、自然资源部优秀科普图书、中国地质学会优秀科普产品

等科普奖项 10 余项(敖妮华,2022;张志伟,2023)。
3. 5　 科普品牌活动

实物资料中心每年世界地球日、全国科技周、全国科普

日等重大主题活动期间,联合全国 31 个省级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地方政府等单位开展“小学生自然资源科普知识竞

赛”、“中学生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青少年“小石头会说

话”科普征文、“小小讲解员”、线上直播课等以及园区开展

“寻宝、探宝、鉴宝”亲子互动体验活动”,每年累计参与活动

人次近 20 万;积极参与国内外重大活动,如“奋进新时代”主

题成就展、“礼赞共和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科技成

就科普展”、“《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矿业展”、“全国双创活动周”、“科技列车行”、“中国国

际矿业大会”、“加拿大勘探者与开发者协会年会( PDAC)”、
“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等,均以岩芯科技资源为载体,
嵌入了满满的地质科技创新元素。
4　 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建议

实物资料中心在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方面虽然进行了

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仍然面临一些具体的困境主要体

现在:政策机制有待完善,科研人员认识有待转变,科技知识

向科普转化水平有待提升,科普大环境氛围营造有待加强,
科普活动成效反馈有待总结提升(任福君,2009;林晓燕,
2013;苑晓,2021;黄荣丽,2020)。

4. 1　 探索建立贯通科研———
科普链接机制,融合多层次关联资源

　 　 以国家关于科普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契机,做好各级

各类单位的顶层设计,谋划落实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作,
设置“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探索实践地质科研与地质

科普互为反哺的良性互动,切实发挥地质研究中岩芯科技资

源科普效应。 重点建立地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保障机制

和奖励激励制度,将地质科普工作成果纳入地质科研人员的

绩效管理和职称评定,同时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示范作用,
促进岩芯科技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

的有机整合。 强化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到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过程中,比如支撑地方文旅产

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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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普基地,
充分发挥岩芯资源科普功效

　 　 科研人员应该转变重科研、轻科普的观念,各级各类岩

芯资源库所属有关单位应积极申报省(市)级地方科普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等主体力量,组织

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等群体参与,将地质科研做出的突

出贡献、蕴含的极大价值,以岩芯为载体,普及出去。

4. 3　 积极挖掘岩芯资源科普素材,
生动形象呈现地球科学奥秘

　 　 面向广大社会公众对地质工作的广泛需求、对地球奥秘

的探索需求,形式上应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鼓励兄弟

单位、跨单位间开展科普交流,取长补短,将成熟的、百姓喜

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形式、经验快速推广复制;内容上应深度

挖掘岩芯科技资源所反映的重大地质现象和意义,构建“一

段地质岩芯———一些地质现象———一个矿床故事———一座

矿山建设———一部地质文化”的故事线,让公众能够听得懂、
愿意听且听得津津有味。 同时,加强基于岩芯科技资源的科

普化专业知识研究,从科普化场景、内容、表达等方面着手,
以期提高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转化效率和效果。

4. 4　 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手段,
开发寓教于乐的科普产品

　 　 以科学性为原则,应用新的信息技术、设施设备等将地

质工作、地质现象、地质原理等转化为科普产品来表达。 比

如依托岩芯科技资源的野外钻探现场施工、岩芯编录、岩芯

解读等,开发地质科普游戏、创作地质科普歌曲、电影、话剧

以及科普模型、科普玩具、系列科普读物等,激发不同年龄群

体来体验地质科普产品。

4. 5　 广泛开展基于岩芯资源的科普展览展示活动
并总结提升

　 　 立足各级各类单位业务特色,比如有色、冶金、煤田、建
材、化工、核工业、油气等行业以及黄土、冰川、湖泊、大陆 / 大
洋科钻等学科打造地方特色的岩芯展馆,策划特色岩芯专题

展览活动,比如,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耗资数亿元实

施“3 井 4 孔”钻探获得 8200
 

m 岩芯,比黄金珍贵百倍,这项

工作通过打穿松辽盆地白垩系,获取岩芯实物资料本身,来
解译万米连续高分辨率的陆相地质记录,用以研究白垩纪时

期的温室气候变化,以期更好地应对全球变暖使人类面临的

挑战,应用岩芯等科技资源,举办“挺近地心”、“向地球深部

进军”为主题的科普讲座、岩芯展示、科普视频、研学课程开

发等,拉近公众了解地质科学的距离;比如国家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中关于战略性新兴矿产专题展览、清洁能源干

热岩主题展览,红色矿山文化展等等,让公众走进地质工作,
认知地质,讲述地质岩芯资源背后的人物故事、矿山故事,让
地质科技为百姓所熟知、地质人物为百姓所赞颂,彰显大国

科技自信、文化自信,提升全民地球科学素养。
5　 结语

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是新时代地质工作健康发展的重

要组成和必然趋势,实施“岩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是对地

质科技创新成果的延伸、拓展和深化,可切实提升社会公众

对地质科学探索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为地质科研—地质科普

构建良好的桥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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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riz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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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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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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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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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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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popularization,
 

focusing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five
 

aspects
 

of
 

geological
 

popularization,
 

and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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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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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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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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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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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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