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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是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所有科学钻探项目中唯一进行连续取心并且深度超过５０００犿

的科学钻探项目，共获取岩心４４００余 犿．扫描岩心图像为国际大陆科学钻探项目中数据量最大的数据库．随着后期取样分

析及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大部分岩心或被分解或已经不复存在．岩心扫描图像逐渐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源之一．为

充分利用岩心扫描图像，在原犇犐犛系统基础上，用微软公司的 犃犆犆犈犛犛２００３建立了岩心扫描图像数据库，并采取静态与动

态网页相结合的 犃犛犘和 犞犅技术，开发了友好的查询程序和用户界面，将８０００余幅１００余 犌犫的图像数据进行高效系统

的管理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了社会共享．一年多的试运行表明，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可以长久有效地保存岩心的原始信息，提

高对岩心进行科研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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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犆犆犛犇）是当代地球科

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系统工程，是带动地球科学和

相关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科学，也是世界上正在实施

的大陆科学钻探项目中规模最大、施工时间最长、研

究及施工手段最多的工程项目，在我国是首次进行．

国内直接参与工程施工与研究工作的单位有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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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际上参与的单位有２０余家（许志琴等，２００５）．

因此国内外众多地质学家、与钻探有关的工程技术

人员以及各界公众对此极为关心．其数据共享需求

已经跨越国界，直接涉及到全球的科学家及各界人

士（苏德辰等，２００５犪）．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是世界上正在

进行的所有科学钻探项目中唯一进行连续取心并且

深度超过５０００犿的科学钻探项目，总共钻进１３００

余天，终孔深度５１５８犿，实际获取岩心４４００余犿．施

工过程中，借助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钻井现场、北

京地学部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的计算机网络向国内

外科学家与社会各界发布工程的进展和各项成果信

息．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的钻探工程已经

完成，后期取样分析及研究工作也全面展开，大部分

岩心因为存放和取样工作的需要已经被分解成小的

块体或者已经不复存在．岩心扫描图像则成为最直

观、可无限次重复利用的观察与描述样品，具有日益

重要价值；同时也是普通公众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

建立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岩心扫描图像数据

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图像数

据，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共享提供有效的服务．

１　数据类型、数据量

岩心图像数据库是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钻井

信息系统的补充和延伸．主要数据为通过岩心扫描

仪和 犇犐犛系统（苏德辰等，２００５犫）扫描的岩心图像

（表１），以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先导孔、

主孔以及周边的３个卫星孔的岩心扫描图片为基

础，对于特殊岩心如超长岩心或有特殊情况不能进

行扫描的岩心则以数码照片代替．另有少量基本工

程数据，如钻井回次、回次深度、井场岩心采取率等．

表１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岩心扫描图像数据类型及数据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狋狔狆犲狊犪狀犱狇狌犪狀狋犻狋犻犲狊狅犳犆犆犛犇狊犮犪狀狀犲犱犮狅狉犲

犻犿犪犵犲犱犪狋犪犫犪狊犲

数据类型

图像数据

工程数据

合计

孔号 岩心照片（张）

犕犎 ４５６６

犘犎 ２５６２

犘犘２ １３８８

犘犘４ １３０

钻井回次、回次深度、井场岩心采取率

原始数据量（犌犫）

５４．８

３４．１

１０

１．８

０．５

１０１．２

　　犕犎．主孔；犘犎．先导孔；犘犘２．卫星孔２；犘犘４．卫星孔４．

数据库的原始数据为总数据量约１０１犌犫，共８５００

余张图片，这是目前为止国际大陆科学钻探项目中

数据量最大、最为完整的数据集．

２　程序实现

本系统是基于 犃犛犘技术和 犞犻狊狌犪犾犅犪狊犻犮技术

开发的在线信息系统，采用的数据库为微软公司

犃犮犮犲狊狊２００３．

根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相关人员的实际需

要，本系统采用动态网页和静态网页２种实现方式：

（１）静态网页：这是为了在各种演示会上向与会人员

快速展示岩心扫描图片库内容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由于需要显示的内容比较多，放在一页上显示会加

重服务器的负担并影响显示效果，因而采用了分页

显示技术，将每１５条记录为一组生成一个静态网

页，有关系的前后页之间建立相互链接关系．这样就

可以一一浏览到所有的图片内容．静态网页比较适

宜公众浏览．（２）动态网页：采用 犃犛犘技术编程实

现，供科技人员和各界用户在互联网上根据深度、回

次、岩心箱编号等内容查询浏览岩心扫描图片库．由

于查询的内容均为用户自定义，因此每次查询结果

中的记录数均是不确定的，需要采用动态分页技术．

犠犲犫编程中查询结果的动态分页显示主要有

以下２种方法：（１）将数据库中所有符合查询条件的

记录一次性都读入内存中，然后通过数据库对象所

提供的几个专门支持分页处理的属性（如：页大小、

页数目以及绝对页位置）来管理分页，处理客户需

求；（２）根据需要，每次分别从符合查询条件的记录

中将规定数目的记录数读取出来并显示．两者的主

要差别在于前者是一次性将所有记录都读入内存然

后再根据指示来依次做判断分析从而达到分页显示

的效果，而后者是先根据指示做出判断并将规定数目

的符合查询条件的记录读入内存，从而直接达到动态

分页显示的功能．为降低服务器的压力，根据系统的

综合情况，本项目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实现动态分页显

示，分页信息等内容通过犃犛犘的参数来传递．

３　系统界面

友好的用户界面是系统成败的关键之一．基于

犃犛犘技术开发的系统，可以方便制作友好的用户界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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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扫描岩心图像系统登录界面、主界面和查询界面

犉犻犵．１ 犔狅犵犻狀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犿犪犻狀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犪狀犱狇狌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狅犳犆犆犛犇狊犮犪狀狀犲犱犮狅狉犲犻犿犪犵犲狊狔狊狋犲犿

面．本系统的主要界面有４部分：登录界面、主界面、

查询界面和输出界面（图１）．

该数据库为开放式的，可向用户提供在线及离

线２种方式的完整的数据库：离线版（犘犆版）主要提

供光盘服务，在犘犆机上实现；在线版（网络版）则提

供网上服务，在互联网上实现．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岩心图像数据库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科学钻探岩心图像数据库．岩心

扫描图像是整个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最大的数据

集之一．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岩心扫描图像数据

库于２００４年立项，２００５年初基本完成了数据库优

化与共享方案，２００５年２月至３月将先导孔２５００

余幅岩心扫描图像由犅犕犘格式（数据量共３４犌犫）

转换成犑犘犌格式后全部入库．２００５年３月以中国大

陆科学钻探工程网站为平台，将转换压缩的岩心扫

描图片库放到互联网上（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犮狊犱．狅狉犵．

犮狀／犮犮狊犱＿犮狅狉犲狊／），初步实现了内部用户与社会各界

的分级共享．２００５年４月至１０月，又先后将中国大

陆科学钻探工程主孔和犘犘２孔岩心扫描图像全部

入库并实现了共享．

数据库建成后通过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网站

向参加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的科研人员和公众提

供了不同级别的共享试用．一般用户可以通过简单

的查询浏览全部岩心索引图，科研人员则可查看全

幅的岩心图像．科学家们在取样前根据图像库提供

的图像资料按照深度、回次等进行检索，准确快速地

确定取样位置与岩心的具体信息．特别是远在国外

的科学家，通过互联网基本可以准确地确定样品位

置．而不用到岩心库中在沉重的岩心箱中反复寻找

岩心，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家的工作效率．经过一年的

试用，国内外用户反映非常好．

本项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中国大陆科学钻探

工程”项目和科技部“国土资源科学数据共享”项目

的支持与资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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