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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FG数字地质填图前期数据准备包括软硬件准备’地形图数值化’前人资料的收集和

室内录入’多元数据的叠加和整合’EFG过程字典库的编制等方面’EFG过程字典库由结构

化字典’填缺式字典和描述性字典*部分组成’结构化字典和填缺式字典可直接查询*为@!
@’B级字典*描述性字典为!级字典*需要!级查询’不同的字典类型均以文本文档的形式存

在*文件名后缀为’HI9’
关键词!数字地质填图&EFG过程&EFG字典库&多元数据整合’
中图分类号!EC!*!!!!文献标识码!J
文章编号!@)))?!*"*#!))*$)#?)*"B?)#
作者简介!朱云海#@DC#?$*男*博士*副教授*@D"B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主要从事造山带

蛇绿岩’岩浆岩及造山带数字地质填图方法研究及教学工作’

)!引言

地质填图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综合性的地质

调查研究工作*是其他所有地质工作的基础*是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通常

中比例尺地质填图工作#如@A!B万$的覆盖程度与

研究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地质工作总体水平的标

志*历来为各国所重视’
传统的地质填图*是将获得的大量第一手基础

资料记录在纸介质的记录簿上*地质填图工作的数

据采集还维持过去几十年如一日的手写记录的工作

方式’其中有大量资料没有实现共享*造成了巨大的

浪费与损失*野外地质数据和信息基本上处于分散

的’非动态的管理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

与广泛社会需求的多元性’科学性与迫切性*越来越

不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要求*极大影响了地学资源

数据采集的效率和精度’因此*地面地学数据的采集

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已成为实现地学数据获取

全过程信息化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许多发

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美国等$相继开

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地质调查局于@DDD年开始"计算机辅助地

质填图系统%的研究’经过了近几年的探索*终于找

到了地质调查与填图野外数据获取技术核心*建立

了EFG数字填图过程及其相应的数据模型(!!#)*第
一次把地质数据采集的接口延伸到野外*真正实现

了地学数据获取全过程的数字化*实现了地质填图

从手工到计算机化的质的飞跃’为了配合该系统的

开发’研制和推广*中国地质调查局从@DDD年开始

在青藏高原’东北’中南等不同地质特点的地区开展

了*幅@A!B万’#幅@AB万数字地质填图的试点

工作*通过试点图幅和软件开发者的共同努力*目前

在硬件方面已经基本满足了野外生产的需要*软件

方面也已升级到基于KJE>I1平台的第二代产品’
本文对EFG数字地质填图前期数据准备和EFG过

程字典库建立方面进行介绍’

@!EFG过程简介

野外地质路线观测数据的获取技术是数字填图

的核心’因而获取野外地质路线观测数据的方法和

技术也就成了数字填图的主要研究内容’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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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野外地质路线观测数据的硬件支撑技术必须要

在野外现场完成观察数据的一次性数字化输入’
!!数字地质填图中EFG过程的术语是在野外实

践过程中自然形成"野外地质路线的过程主要包括

地质点#L%35/$%点间地质记录#.%7/35M$和地质界线

#N%75O-.=$的观察和描述"为了在数字地质填图中

客观地反映所观察的地质现象"我们取这*个单词

的英文首字母作为数字地质填图中地质路线的观察

内容"即EFG过程’现在EFG过程已成为数字地质

填图中的核心过程"已扩展到整个野外地质调查的

全过程’根据地质调查中的流程"我们可以把EFG
过程分解为C个阶段"即前期EFG过程%EFG初期

过程%野外路线EFG过程%野外驻地EFG过程%室

内EFG终结过程和EFG成果提交过程’
#@$前期EFG过程&相当于传统地质填图的资

料收集阶段"除收集传统的地质资料外"还应详细收

集测区已有的高新技术成果"把这些高新技术的产

品#如遥感%H,K%物探%化探等$整合在统一空间

上’#!$EFG初期过程&在详细阅读前人资料及野外

详细踏勘的基础上"建立测区#或图幅$的EFG字典

库’#*$野外EFG过程&对各单条地质路线进行连续

的野外观察和描述"取全%取准野外各项原始地质资

料#包括常规的地质点%点间地质记录%地质界线%产
状%样品%素描%照片%信手剖面及环境%矿产%灾害等

描述内容$’##$野外驻地EFG过程&单条野外路线

EFG过程经掌上机初步整理后转入野外手图库’当
天野外数据进库%路线小结"局部地区多个野外路线

EFG过程地质连图’#B$室内EFG终结过程&其过

程是在室内进行的多个或全局EFG过程的处理过

程’多个或全局EFG过程的处理包括@A@)万图幅

的地质连图%野外实际材料图%编稿地质图的制作与

处理的过程’#C$EFG成果提交过程&编稿地质图数据

转入出版系统接口"地质填图报告的电子文档编写%
实现多源地质填图数据的提取检索与分析和应用’

!!EFG数字地质填图前期数据准备

数字地质填图的实现改变了传统野外地质调查

的程序和方法"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根本的转变"在提

高填图质量和效率的同时"对野外技术人员的素质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结合笔者近几年从事数字地质

填图的实践"对数字地质填图中前期数据准备阶段

总结如下’

$’%!软硬件的准备

数字地质填图对野外技术人员计算机能力有一

定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将要发布的第二代填图程序"
其软件平台是中地公司开发的KJE>I1软件"在数

据的交换处理过程中还需要一些通用软件"如J.P
2358%%K-L358%%J.2;34Q等"所以要求填图技术人员

均能较好的掌握这些软件"至少能用这些软件进行

一些必要的操作’数字地质填图对硬件的要求也较

高"由于填图过程实现了全程计算机化"所以需要有

足够数量的台式机"野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笔记

本电脑"同时还需要一些特定的设备"如与>E1集

成在一起的掌上机"数据交换用的9R卡%用于存储

数据及备份的活动硬盘和刻录机"用于野外照像的

数码相机及数码摄像机等’
$’$!地形数据的准备

在收集资料阶段"首先应购买工作区内@A@)
万及@A!B万地形图"在KJE>I1系统中进行数值

化处理"经过一定的数据转换后进入F>KJEE9系

统"形成@A@)万图幅的背景图层"数值化地形数据

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填图质量和精度’@A@)万

图幅地形数据的参数为&比例尺分母为@)))))"单
位为S"坐标系类型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统"投影类型

为高斯?克吕格#横切椭圆面等角$投影"椭球参数为

北京B#(克拉索夫斯基#@D#)$椭球’对于参数不一致

的地形数据"需要在KJE>I1软件中进行转换’
$’&!前人资料的收集和室内录入

前人资料的收集在地质填图中非常重要"在数

字地质填图中尤为突出"它既可以减少野外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使野外开展的工作具有较强

的目的性"提高研究精度’在数字地质填图对前人资

料的收集过程中"对于一些时代较新的@AB万资

料"应收集其野外实际材料#如野簿%实际材料图%野
外手图%编稿地质图%实测剖面等$"在室内根据实际

情况及各种比例尺的线距要求"在充分研究的基础

上选择合适的野外地质路线和实测剖面"在室内手

工录入到数字地质填图系统中"并对前人的填图单

位进行合理的归并和重新厘定"对于@AB万数据较

丰富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初步编制地质图’
$’’!多元数据的叠加和整合

收集工作区的高新技术成果#如遥感影像数据%
H,K数据%物化探数据%重力数据$’把这些有用的

数据整合在统一的空间上#图@$"并对这些数据进

行初步的判读和解译"从中获得有用的地质信息’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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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元数据整合

R3M’@ K7&/3P4&4S45/O-/-S4.M35M

数字地质填图的不同阶段"充分利用这些数据"找出

不同地质体的识别标志"指导填图’
$()!!"#过程字典库的编制

野外地质数据的采集"要求地质人员在野外完

成地质数据的录入"素描图的绘制及图像的记录#数
码照片或数码摄像$’所以"野外录入速度的快慢"直
接影响地质工作的效率和填图的周期"为了更好%更
快%更准确地获得野外第一手资料"在大面积野外工

作开展前"首先要编制图幅EFG字典库’这样"野外

填图人员就可以根据已有的地质字典"快速%准确地

完成对地质体的描述’由于地质字典是由专业技术

人员根据前人资料"按照工作区的具体情况编制而

成"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EFG过程字典的建立

可以减少或避免以往地质领域存在的同名异物与同

物异名的问题’为数据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共享提

供了基本保证’数字填图中的字典库由结构化字典%
填缺式字典和描述性字典*部分组成’

#@$结构化字典’指在地质填图过程中必须采集

的内容所构成的字典"它由字典目录文件和词条文

件构成’字典目录文件名以HI19’HI9为标准文件

名"它包含了所有词条文件的内容"通常包括目的%
图幅名%图幅号%天气%星期%工作人员%点性%微地

貌%露头%风化类型%界线性质’每个内容以回车键结

束"整个文件最后以回车键结束’词条文件名以HI9
为文件后缀名"其文件名必须与字典目录文件记录

内容相同"如星期’HI9文件即是以字典目录文件中

的星期为文件名"其内容包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

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均以回车键结

束"整个文件最后以回车键结束’该字典在使用过程

中不需通过!级查找就能获得"故称EFG过程@级

字典#图!$’

图!!数字填图系统中结构化字典使用示意图

R3M’! 1T4/20S-L%87<35M</.72/7.-&O32/3%5-.=%8O3M3/-&
M4%&%M32-&S-LL35M<=</4S

!!#!$填缺式字典’指在地质填图构成中一些常用

的内容所构成的字典"其内容是非描述性的"由一系

列的短语或名词构成’其构成与结构化字典的构成

相似"由专门字典目录文件和词条文件构成"专门字

典目录文件包含所有词条文件的内容"其中的大部

分可以写在字典目录文件中"也可以用另外的专门

字典目录文件"其主要包括点侧%岩性组合%成分前

缀%颜色%岩性%岩石结构%岩石构造%矿物组成%矿化

蚀变%产状%构造%样品%填图单位等’其词条的文件

名和结构化字典相同"也以HI9作为后缀"如点侧’
HI9文件"其内容为!点东为"点西为"点南为"点北

为&&"其文件的格式和结构化字典中的词条文件

一致’该字典中所有的词条文件即为最终的文件"在
数字填图系统中可直接利用"不用在字典目录文件

查找"故称@’B级字典’
#*$描述性字典’该字典是由填图项目组根据测

区的地质特点自行设计的"主要为一些描述性的内

容"如各时代的地层描述%各大岩类主要岩石的描述

等"它由!级文件系统组成"呈树枝状排列"第@级

为各大类的总体特征"如地层描述%火山岩%沉积岩%
侵入岩%变质岩等"文件名分别为地层描述’HI9%火
山岩’HI9&&’文件中的内容为各大类的主要内

容"如侵入岩’HI9文件中为主要的侵入岩岩石类型

#如花岗岩%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第!级

为第@级文件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的具体描述"文
件名分别为第@级文件中的名词U后缀#’HI9$"如
花岗岩’HI9%钾长花岗岩’HI9%二长花岗岩’HI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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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件中的描述内容即为该文件所代表的具

体内容#如花岗岩’HI9文件中描述内容为花岗岩$
肉红到浅肉红色#中?中粗粒不等粒结构#块状构

造#主要矿物$钾长石#肉红色#多呈半自形粒状#具
轻微高岭土化#含量约B+V左右%斜长石$灰白色#
半自形板状#有些具绢云母化#含量约@!V%石英$
烟灰色#他形粒状#充填在其他矿物孔隙之间#含量

约!"V%黑云母$片状#含量约!V’由于该字典中的

内容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一次获得#需要经过!次查

询#故也称!级字典’
数字填图EFG过程字典库的编写是数字填图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由专业技术人员在充分阅

读前人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区的具体情况编制

而成#有较强的针对性#在编制的过程中由不同专业

的技术人员根据自己的专长#编写各自熟悉领域的

字典#在野外的填图过程中#填图人员可以根据地质

字典#快速&准确地完成对地质体的描述’野外填图

过程中#仅需要根据各地质点上的具体情况#对字典

中相应的内容略加修改即可#比野外直接输入的速

度要快很多’通过试点图幅的实践证明#使用地质字

典可以提高野外的工作效率#减少错误#对记录质量

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致谢!参加工作的还有樊光明"林启祥"顾延生"

寇小虎"施彬"高山"冯光胜等#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土

资源部和地调局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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