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 Z006 Z Z ( 3D : Z05~ Z08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Z Z  No. 3 August Z006

收稿日期: Z 006-01-17
修回日期: Z 006-05-15
作者简介:覃 小 锋 ( 1969-D  男 广 西 岑 溪 市 人 在 读 博 士 高 级 工 程

师 主要从事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及研究工作 O
 中国地质调查局 1= Z 5 万玉林市幅( F49C00Z00Z D地调项目成果 O

l = 25万玉林市幅 PRB数字地质填图方法研究 

PRB Digital Geological Mapping of l = 250000 Yulin
Sheet in Guangxi

覃小锋1 Z  胡贵昂Z  周开华Z  于庆文3 李超岭4 周府生Z  李广宁Z  谢凌锋Z

GIN Xiao-feng1 Z  HU Gui-angZ  ZHOU Kai-huaZ  YU Ging-Wen3 LI Chao-ling4 
ZHOU Fu-shengZ  LI Guang-ningZ  XIE Ling-fengZ

(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640; Z .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广西桂

林 541003; 3.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 北京 100035; 4.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7D
(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Z . Guangxi Institute of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Guilin Guangxi 
541003 China; 3. Basic Department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 ing 100035 China; 4.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 ing 100037 ChinaD

摘 要:在广西 1= Z5 万玉林市 幅 PRB 数 字 地 质 填 图 试 点 过 程 中 应 用 数 字 地 质 填 图 系 统 RGMAP' 开 展 工

作 总结出一套录入 ~验证前人地质资料的工作方法 其工作过程分为前期准备 前人地质资料录入 野外地质

调查 ~验证 前人地质资料批注 编制实际材料图 ~数字地质图 共 5 个阶段 O 该工作方法与传统的地质调查方

法 相比 大大提高了地质调查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基本上达到了在 1= Z5 万区调修测区推广应用的 实战性 '
要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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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B Digital Geological Mapping in 1= Z50000 Yulin Sheet in Guangxi Was done
through digital mapping system ( RGMAPD . A set of Work f loW Was summarized to improve
mapping ef f iciency. The Work f loW consists of f ive stages including inpu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revious geological data f ield survey draf ting of data map and digital geologic map.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ork method in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region this Work method has
improved greatly Work ef f iciency and guality of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Key words:PRB digital geological mapping input of data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validation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是一项多学科高度综合的调

查研究工作 是各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

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1~ 3]O 为了完善数字填图系

统和检验数字填图系统的适用性 实现对多源 ~海量

地学信息的空间数据采集 ~存储 ~数据处理 ~整合 ~成
图 ~ 检索 ~ 分析等全过程数据表达和无纸介质 建立

和完善 1= Z5 万整幅数字地质图填图的 实战 ' 技术

要 求 Z00Z 年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安 排 了 三 幅 不 同 类

型 ~在区域上有一定代表性的 1= Z5 万试点图幅 O 其

中广西 1= Z5 万玉林市幅就是针对进行过大量 1=
5 万区调填图 ~ 研究程度较高地区而安排的试点 图

幅 O对于该类图幅的区域地质调查 其核心任务就是

充分挖掘利用以往资料 强化对地质调查专业成果

的再开发 在综合分析利用前人资料基础上进行修

测 打破过分机械地强调点线密度 忽略有效点 ~ 线

这一局面 在确保图幅质量前提下 将调查资金及测

试样品 ~ 工作量投入到解决测区长期存在的一些重



大地质问题 O 在数字地质填图试点研究过程中 作者

充分发挥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的

优势 应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发的 数字地质填图系

统( RGMAPD  开展工作 总结出了一套 l = 25 万修

测区 PRB 数字地质填图的工作方法 该方法在区域

地质调查中全面实现了野外和室内数据采集 ~ 存储 ~
管理 ~ 描述 ~ 分析和再现地质实体在地球表面空间分

布有关数据的信息系统 真正实现了区域地质调查

中的计算机全程化和无纸化 O

1 图幅的基本概况

l = 25 万 玉 林 市 幅 位 于 广 西 东 南 部 和 广 东 西

部 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 玉林市 ~ 灵山县 ~ 浦

北县 ~ 兴业县 ~ 博白县 ~ 陆川县 ~ 北流市 ~ 容县 ~ 岑溪市

和广东省信宜市 ~ 高州市 ~ 化州市等市县的全部或部

分辖区 地理座标: 东经 lO9 3O/ ~ lll OO/ ; 北纬 22 
OO/ ~ 23 OO/ O 该图幅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夏古陆与

南华活动带的交接部位 地质构造演化非常复杂 O 测

区前人地质研究程度较高 2O 世纪 6O~ 9O 年 代 全

面完成了 l = 2O 万区调工作和 2O. 5 个 l = 5 万区调

图幅 并公开出版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及 第 二 代 l = 5O 万 地 质 图; 2OOO 年 出 版 了 第 三 代

l = 5O万广西数字地质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地质图及说明书

( 内部D . 2OOOD O 此外 2O 世纪 8O 年代中期以来 广

西地矿局 ~ 广西冶金局 ~ 广东地矿局 ~ 中山大学 ~ 中国

地质大学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中国

地质科学院等单位还在该区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地质

科 研 工 作 O 上 述 地 质 工 作 为 开 展 RGMAP 系 统 在

l = 25万区调修测区的应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地质资料 O

2 1= 25 万修测区 PRB 数字地质填图的工

作方法

工作过程可分为前期准备 ~ 前人地质资料录入 ~
野外地质调查及验证 ~ 前人地质资料批注 ~ 编制实际

材料图及数字地质图五个阶段 O
2. 1 前期准备阶段

首先以地质调查全过程无纸化为原则 对前人

l = 5 万 ~ l = 2O 万区调资料 ( 包括野外记录本 ~ 剖面

图 ~ 区调报告 ~ 测试结果 ~ 照片及化石资料等 D  工作

区有关的矿产 ~ 物化探 ~ 环境 ~ 土地 ~ 旅游 ~ 生态环境 ~
地质灾害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 专著 ~ 论文等资料进行

数字化处理形成历史的多 D 产品 并按有关规定进

行技术数据集合管理和分门别类存储入库; 并进行

遥感图像解译 与前人地学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分析 
以便互相印证 ~ 约束和综合分析研究 提高前人地质

资料利用的效率和质量 O 在此基础上 把收集到的前

人 l = 2. 5 万 ~ l = 5 万实际材料图进行扫描 ~ 拼 图 
图 像 储 存 为 TIF 格 式 并 转 换 成 MSI 格 式; 将 MSI
格式的实际材料图镶嵌配准进入 l = lO 万数字填图

系统坐标系中 形成 l = lO 万的具有地理位置信息

的 MSI 格式 实际材料图 (MSI 格式背景底图D O 在

充分熟悉消化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初步拟定出本图

幅的野外填图单位 并安排专人根据本图幅的具体

情况编制 图幅 PRB 字典库  以提高数据录入的速

度以及统一和规范对前人区调资料的批注 O
2. 2 前人地质资料录入阶段

根据地质构造线方向及 l = 25 万线距要求 在

RGMAP 系统中 直接在镶嵌好的 l = lO 万 MSI 格

式底图上初步部署地质路线 路线的挑选不应受原

资料路线的限制 应多考虑有效点的利用 所利用的

前人 l = 5 万地质路线资料与实测路线的平均间距

一般控制在 3~ 4 kmO 然后按 l = 25 万填图技术精

度要求[4] 把设计好的可利用的地质路线及重要的

地质点进行规范的 PRB 操作[l] 以备经野外调查等

验证后 逐条录入到填图系统中 O
2. 2. l P 过程(地质点D 录入

P 过程资料录入系统时 原封不动地录入前人

l = 5 万或 l = 2O 万地质点资料 并注明每个地质点

的资料来源单位 ~ 图幅名称 ~ 记录本区测号 ~ 记录人

员及地质点号等 以便于查询及忠实于原调查描述

内容 体现出不同阶段的研究程度和认识 O 录入的地

质点尽量为有效地质点 ( 如接触关系点 ~ 界线点 ~ 断

层点等D  对于路线上内容不齐全的地质点 可根据

前人 l = 5 万或 l = 2O 万相近路线的有效点 在批注

框内对其进行批注说明 以丰富该地质点的记录内

容 在说明中应有相近点的点号 ~ 方位和距离; 个别

重要的地质点 路线未能控制到的 可作为单个点来

录入; 对于前人经过多次工作的地区 先后认识不一

致的 亦应在批注框内作批注 并作具体记录 以便

在下一步野外地质调查中予以验证; 录入时地质点

的 密 度 应 和 l = 25 万 技 术 要 求 精 度 相 一 致 对 原

l = 5万的地质点应适当抽稀 而舍去的地质点内容

在随后的 R 过程描述中予以反映 O
为了和野外实测地质点区别及在属性查询中易

于辨认 把室内录入地质点的编号和野外实测地质

点的编号加以区分 野外实测地质点号编号以 D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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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如 D3O34)  室 内 录 入 地 质 点 号 以 C 开 头 (如

ClO22) O 同时规定 室内录入的地质点均应重新编

号 而前人的地质点号则在地质点属性表的 " 原地质

点 栏中标注 其中 l = 2O 万图幅资料的原地质点号

编号前应增加图幅名称前两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

大 写 字 母 (如 l = 2O 万 容 县 幅 的 3335 点 编 号 为

" RX3335 )  而 l = 5 万图幅资料的原地质点号编号

前应增加图幅名称前两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小写

字 母 ( 如 l = 5 万 容 县 幅 的 3335 点 编 号 为

" rx3335 )  以便于对前人资料的查询 O
此外 项目组对整个项目的路线号和地质点号

进行统一管理 严格规定每个技术人员的路线号和

地质点号范围 以避免产生重复和错误 造成野外采

集数据的混乱和丢失 O
2. 2. 2 R 过程(分段路线描述)录入

R 过程资料录入中既可录入可利用的前人 l =
5 万分段路线描述资料 也可以根据原 l = 5 万路线

中被适当抽稀的几个地质点或几段沿途描述资料综

合归纳在批注栏中加以描述;有时无直接沿途描述

内容的 可根据前人 l = 5 万相邻路线资料 在批注

框内批注说明 O 但在前人两条 l = 5 万路线衔接部

位 不允许人为地增加一个 R 过程 O
2. 2. 3 B过程(点和点间界线)录入

B过程数据的录入应为有重要地质意义的地质

界线或构造线 O原则上重要的地质界线(包括岩性界

线,岩体侵入界线,相变界线,构造线等)都应有地质

观 测点 ( P 过程)控制 但在一些地质界线十分密集

的地区 原 l = 5 万路线有效地质点较多 根据 l =
25 万地质点密度的技术要求精度 这些界线可以不

做 P 过程 (不定点)  而直接做一个 B 过 程 但 应 在

批注框内对其进行批注说明(包括资料来源单位,图
幅名称,记录本区测号,原记录人员及地质点号等)  
并原封不动地录入前人地质点记录内容 以便于查

询 O
在 PRB 资料录入过程中 应将各种资料 (包括

P,R,B以及样品,化石,产状,素描,照片等)收集齐

全 O录入完一条路线后应及时进行资料整理 包括对

R,B线实体整理光滑 文本描述检查改错 R 线实体

的无缝连接 R 过程的计算 各 R 过程的段首标注 
各种点实体的坐标点写入 产状实体的旋转 素描图

的完善 地质点号标注 照片导入手图 编写路线小

结等 并及时进行数据备份 O为了使以后的地质手图

和实际材料图图面更加美观,规范 在资料录入过程

中 应 将 各 种 点 实 体 (样 品,化 石,产 状,素 描,照 片

等)统一置于路线的右侧 O 资料录入过程中 应经常

开展阶段性的质量检查 (包括自检,互检 专业填图

组,项目组检 地调院检等) O 录完整条路线 并经过

整理,完 善 和 " PRB 数 据 检 查 后 可 以 把 其 输 入 到

形成的图幅 PRB库中 O
2. 3 野外地质调查,验证阶段

找出图幅内存在的主要地质问题 并选择关键

性路线进行野外地质调查,验证 野外地质调查路线

应选择在露头出露较好,填图单位较多,地质现象较

丰富 并能较好地解决测区内存在的重大地质问题

部位 要求图幅内出现的每一个填图单位都必须有

二条以上野外主干填图路线控制;对于图幅内构造

异常复杂 根据前人资料已很难勾绘出地质界线部

位 (如 l = 25 万玉林幅内的云开地块北缘博白 岑

溪造山带中 新元古代 早古生代地层已发生强烈

的构造混杂作用 已变为长程无序而短程局部有序

的非史密斯地层系统部位 以及云开地区前寒武纪

基底中 前人没有把古老结晶基底和褶皱基底区分

开来部位)应加密路线进行详查 或者在垂直构造线

方向选择地质走廊进行重点解剖 O
在野外实地调查,验证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情况

重新划分本图幅的填图单位 并建立起新,旧填图单

位的对应关系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新的填图单位及

其基本特征修改 " 图幅 PRB字典库  以便于对所利

用的前人地质资料进行批注 O
2. 4 前人地质资料批注阶段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验证后得出的新认识 对可

利用的前人地质资料进行批注 具体为根据新,旧填

图 单 位 的 对 应 关 系 及 其 基 本 特 征 在 RGMAP 系 统

中 P,R,B 操作窗口的批注框内对录入的前人资料

进行系统批注 从而将前人的区调资料 " 转译 成可

利用的 " 新资料  达到对前人地质资料及地质调查

专业成果的再开发利用 O
由于地质构造演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地质人

员对地质体的认识必然存在一个反复的认识和再认

识过程 O 因此 对同一 PRB资料可进行多次批注 但
每一次批注均应注明资料来源,批注人及批注的时

间 批注内容一定要依据充分 文字表达清楚 从而

便于编制实际材料图和数字地质图时选择利用或进

行资料查询 O
2. 5 编制实际材料图,数字地质图阶段

野外地质调查,验证资料和批注后的可利用的

前人地质资料应进行三级质量检查(包括自检互检 
专业填图组,项目组检,地调院的检查等)  并将其统

7O2覃小锋等: l = 25 万玉林市幅 PRB数字地质填图方法研究



一入库 更新实际材料图 O根据批注后的地质资料和

野外地质调查资料按 " V ' 字形法则勾绘地质体及其

地质界线 O在勾绘地质界线之前 为了提高连图的准

确度和可靠性 可将校正好的同比例尺遥感图像及

以前人 l = 2. 5 万 ~ l = 5 万实际材料图镶嵌成的 l =
l0 万 MSI 格式 " 实际材料图 ' 作为背景底层来配合

连图 以便互相印证 ~ 约束和综合分析研究 帮助对

区域地质体及其界线进行较准确的圈定 O 图件编制

的工作包括连图 ~ 各种点 ~ 线 ~ 符号参数 <属性)的统

一设置 图层设置 造区及各地质体颜色的充填等 O
在实际材料图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一系列数据

检索 ~提取 ~拓扑处理 形成数字地质图 ~构造纲要图

及其他专项地质图等 O

3 结束语

在广西 l = 25 万玉林市幅数字地质填图试点过

程中 经过两年多来的努力 我们摸索出的这套较为

成熟的 l = 25 万修测区 PRB 数字填图过程的工作

方法 已基本上达到了在 l = 25 万区调修测区推广

应 用的 " 实战性 ' 要求 满足地质调查<总则>和有关

规范要求 证明数字填图技术与方法是可行的 O通过

数字填图技术在地质调查中的推广应用 与传统的

地质调查方法相比 我们摸索总结的这套工作方法

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 l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

统地质调查手工繁琐的工作过程 大大加快了野外 ~
室内资料整理和处理的速度 并实现了地质调查原

始资料由过去纸介质存贮方式向数字化存贮方式的

飞跃 从而有效地防止地质调查原始资料的损坏和

丢失现象发生; < 2)通过对前人地学多源数据的整合

分析 ~数字化处理和技术数据集合管理 并有目的地

开展野外调查验证和综合分析对比 达到将前人地

学 资料 " 转译 ' 成可利用的 " 新资料 ' 的目的 实现了

对前人地质资料及地质调查专业成果的再次开发利

用 从而提高数字区域地质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 3)
有利于在地质调查过程中多源信息的整合应用以及

有用地质信息的灵活检索和快速提取 其地质资料

的分层和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相结合的空间数据储存

方式 更方便于社会各部门对各专项地质成果的提

取和应用 从而使地质调查部门更有效地为国民经

济发展服务; < 4)通过建立测区的 PRB字典库 从而

解决了在野外地质调查中对地层 ~构造 ~岩性等地质

内容描述的规范化 ~标准化问题 提高野外数据采集

效率和野外地质资料收集的准确度 并大大降低了

野外工作的强度 O
致谢

在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过程中 得到广西区域

调查研究院王汉荣教授级高工 ~ 李江教授级高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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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加剧患心脑血管病风险

加拿大科学家研究表明 糖尿病患者比没有患糖尿病的人面临提前 l5 年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O 男

性糖尿病患者将在 4l 岁时进入高危期 女性糖尿病患者将在 48 岁时进入高危期 O
糖尿病被认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糖尿病虽然还无法治愈 但是可以预防 O 糖尿病的发生与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 血脂异常 ~糖尿病 ~肥胖 ~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等 正在成为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的 " 催化剂 '  
人们应当自觉地摒弃不健康生活方式 如吸烟 高热量 ~高脂肪饮食摄入过多 不运动等 O 对于 40 岁以上的糖

尿病患者更应该通过规范用药 ~合理饮食等措施来降低患心血管病的危险 O

据<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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