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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S E D B A )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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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 学研究所 )

一
、

前
、

一一~ 一

口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 (简称 S E D B A ) 是在日本奈良大学 N ii e h i N is h i w a k i
一

N a k a
j im e

教授领

导 下
,

龄 19 8 8 年开始执行的 I G C p ( I n te r n a t i o n a l e e o l o g i ca l e o r r e ! a t i o n P r o gr a m m e ) 第 2 6 9 项

研究项 目
。

建立 S E D B A 的 目的是储存
、

检索和使用沉积岩数据
,

实现沉积岩数据的国际共享
。

在 I G C P 2 6 9 1刃目执行期 间 ( ! 98 8一 ! 9 9 2 )
,

将完成 s E D B A 原型数据库的设计和建立
,

包括数据表格式的设计
、

数据表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和出版
、

数据代码及词表的制定和编辑
、

数据结构的确定
、

应用数据库技术在计算机上实现对 s E D B A 数据库文件的管理等
。

迄 今为止
,

已有 22 个 国家及地 区的 60 余位学者参与了 s E D BA 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

S E O B A 原型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已基本完成
。

众所周知
,

沉积岩是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占地壳出露面积的 75 %左右
,

沉积岩不

仪记载 了地球演化的历 史
,

而且世 界上半数以上 的金属矿产
、

80 % 的非金属矿产
、

几乎

100 写的能源和地下水资源与其密切相关
。

因此
,

S E D B A 的建立
,

不仅有助于沉积岩数据的

国际交流
,

还可 以从中开发出许多重大研究课题
,

对开展全球地质对 比研究
、

探索岩石圈

演 化和矿产资源及能源形成规律
、

研究古气候古生态的变化以及灾害事件对地质发展的影

响等
.

均具有重要意 义
。

此外
,

地球物理学家
、

石汕地质学家
、

水文和工程地质学家可从

中获得沉积岩物理和工程特性参数
; 化工

、

冶金
、

陶瓷及建筑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从中

查询到作为原材料的沉积岩其组分及性 能参数
。

因此
,

s E O B A 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像
二

、

S E D B A 的管理机构

S E D ll A 是一个国际性的数据库系统
,

由一个 s E D B A 中心 ( S E D B A c e n t r a l o f f i e e ) 和 1 1

个 s E o B八 地区分中心 ( s E o B A R e g i o n a 一o r f i。。 ) 组成完整的陇 o B ^ 管理机构
。

0 }闷家自然 科学从 金资助 项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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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O B A中心将设在日本
,

负责汇集 11 个地区分中心提供的数据
,

按期编辑和制作

SE D BA 数据文件
,

分发给各地分中心提供使用
,

同时交一份给世界数据中心
。

随着新数据 .
的补充而不断更新数据文件版本

。

按以下地区
,

即
:

东亚
、

中国
、

南亚
、

中东
、

西欧
、

东欧
、

独联体
、

北美
、

南美
、

非

洲
、

澳洲
,

建立 11 个地区分中心
。

各分中心负责收集本地区数据
,

编辑和制作 s E D B A 数据

文件
,

提交给 s E D B A 中心
,

并向本地区用户提供数据的查询
、

检索服务
。

为避免引起混乱
,

各地区中心只能通过 s E D队 中心获得其它地区的数据
,

不能直接与

其它地 区中心交换数据
。

S E D B A 的组织机构如图 l 所示
。

:llljI 界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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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s Eo B A的组织报儿构 乡

三
、

S E D B A 的内容及数据的组织方式

s E D BA 存贮除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如海滩或湖滩砂
,

深海淤泥风成砂等 ) 外各地质时

代的陆源碎屑岩
、

火山碎屑岩 ( 即火山成因的碎屑经水或空气搬运
、

沉积的岩石 )
、

碳酸盐

岩 (岩浆成因的除外 )
、

蒸发岩
、

硅质岩
、

磷酸盐岩
、

含金属的 (如铁质
、

锰质
、

铝质 ) 沉

积岩
、

煤及褐煤等沉积岩的产地
、

产状
、

地质特征及分析测试数据
。

在 S E D BA 中
,

以岩石的
“

样品
”

( aS m ll) 。 ) 作为信息储存的基本单元
。

所谓
“

样品
”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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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将赋存予它一个标识符 (S E D B A一 1D )
,

作为能唯一标识样品的实体键
。

数据提供者可将一系列地质上相关的样品组合成一个样品
“

集
”

(S E )T
。

例如
,

来自同

一地质剖面
、

钻孔
、

采场或同一地质时代岩层的一系列样品
,

均可定义为一个
“

集
” 。

数据

提供者需说明
“

集
”

的定义及名称
。

s E D B A 系统将赋予样品集统一的标识符 (S 叮一 1D )
,

作

为样品集的实体键
。

,
s E D B A中数据按三个层次分别安排在一系列数据表中 (如图 2所示 )

。

第一层由以下几个表组成
,

分别记录样品集 (S E )T 和样品 s( A M P L )E 的一般信息
,

文

献及图件资料信
,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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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 E D B A数据的层次结构

1
.

c o v E RI 包括样品集的标识符
、

定 义和名称
,

数据提供者和收集者的姓名
、

工作

单位和地址
,

包含的样品
、

文献和图件的数量等
。

一份 c o v E川 表对应着一个样品集
。

2
.

c o v E R Z 记录与样品有关的基本信息
,

包括样品的原样号
,

岩石类别
,

所属样品

集的名称
,

分析数据表的数量以及一份用以登记分析项 目
、

分析物名称和分析数据表索引

号的表格
。

c o v E R Z 主要用于对样品提供的信息进行索引
。

一份 c o v E R Z 对应着一个样品
。

3
.

l l E A D E R sl l E E T 存放对各类沉积岩都共同的数据内容
。

如采样地点
、

样品的保存

1青况
、

年龄
、

颜色
、

所属地层单元
、

地区的名称
、

岩石名称
、

采样点周围岩石的地质特征
、

样品的代表性
、

样
.兄所在层位岩石的经济价值

、

沉积作用和沉积环境
、

大地构造位置
、

古

地理环境以 及后生变化等
。

一份 H E A D E R S H E E’ f 表对应一个样品
。

设拴 H E A D E R s H E E T 的 目的
,

是把各岩类的共同数据内容存放在一个数据文件中
,

便

于查询宏观的信息
。

」
.

B IB L xo G R A P l l y s l 一E E T 用于建立 s E o B A 专用的文献数据库
,

存放与样品有关的

文献信息
。

其中包括关键词
、

作者
、

标题
、

出版情况 (公开出版或未出版 )
。

如属杂志或期

刊
.

提供其名称
、

年
、

卷
、

期
、

页等
;
如属专题报告或专著

,

提供其名称以及编辑
、

出版

的有关信息
。

一份 B一B L一o o R A P H Y s H E曰 对应于一篇文献
。

5
.

e o L E e T I v E S : : E E T r o R
’

e R ^ P圣,: e D o e u M EN sT 用于资记与样品集有关的图件其

类 型 (如航空照片
、

素描图
、

地质图等 )
,

对象 ( 如露头
、

采场 等 )
、

作者
、

图件的色调

《黑白或彩色 )
、

图件的表现形式 (图纸
、

胶片
、

磁带等 )
、

大小等信息
。

至放各图件的图形

数据因受 j
一

卜算机存贮空间的的限制
,

目前暂不考虑进入 s EO B A 系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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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由八种专用数据表 (SE P C I AL IE D D zAT AslE lE T )组成
,

分别存放陆源碎屑岩
、

火山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蒸发岩
、

硅质岩
、

磷酸盐岩
、

含金属的沉积岩
、

煤和褐煤等沉积

岩的一般地质信息
,

是对 n E A D E R sl 比盯 表的补充
。

由于上述各类特征各异
,

专用数据表

的数据项不完全相同
,

但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

t
.

样品局部地质环境的特征 主要的区域性岩石类型和岩石的组合特征
。

对煤及褐煤来说
,

这部分将记载煤岩系的特征
。

2
.

样品所在地质单元的特征 主要记录样品所在地质单元的岩石名称
、

单元厚度
、

横

向变化
、

均一性
、

沉积构造
、

上援和下伏地层的岩性特征
、

古流向等信息
。

对于含煤
、

磷
、

铁
、

锰
、

铝等资源的沉积岩
,

这部分主要用于记录含矿层的地质特征

3
.

样品的地质特征 主要记录山样品反映的岩石地质特征
、

岩石的结构构造
、

基质的

成分及含量
、

成岩作用等
。

岩石的组分分析数据放在专门的数据表中
。

火山碎屑岩是一种特殊的碎屑岩
,

除物质来源不同外
,

其它特征与陆源碎屑岩相同
。

因

此
,

火山碎屑岩专用数据表仅记录 火山碎屑岩的分类及组分的成因类型
,

其它地质特征按

陆源碎屑岩专用数据表的格式记录
。

第三层 由 14 种数据组成
,

分别记录样品的全岩或其组成部分 (如碎屑
、

胶结物
、

单矿

物等 ) 的化学分析数据 (包括主要元素
、

微量元素
、

稀土元素 )
、

碳质物质的特别数据
、

碳

氢化合物存象 ( O cc ur r en ce ) 信息
、

元素的电子探针分析数据
、

同位素分析数据
、

化石及抱

粉鉴定数据
、

沉积物粒度测量数据
、

沉积物中各种液体的分析数据及液体包裹体测温数据
、

模式分析和组分分析数据
、

重矿物鉴定数据
、

X 射线衍射分析数据
、

沉积岩物理及工程特性

数据
、

图件信息
、

采样过程的说明等
。

碳质物质数据表是用于记录煤岩样品的一系列特殊参数
,

如煤显微组分
、

镜煤反射率

等
。

但其它沉积岩中若有碳质夹层
,

其有关参数也可记录在此表内
。

碳氢化合物存象数据表用于记录沉积岩中石油
、

天然气等有机质的赋存状态
、

成熟度
、

埋藏史等信息
。

因此
,

这既是一种有机质分析测试数据表
,

也是一种有关油气储积层的专

用数据表
,

对记录油气方面的信息有特殊用途
。

’

图件信息数据表的内容与第一层的图件信息表类似
。

主要用于登记与样品有关的图件

资料
。

第三层是按分楠则试内容组织数据的
,

因而不同岩类的同种分析数据均可放在同一种

数据 表 中
。

在分 析 数 据 表 中
,

以分 析 样 (S l) cc 而 c n ) 为 荃本 的记 录 单 元
。

一 个 样 品

( S : 、: 1、 I) le ) 可能分成若干个分析样 (如全号
、

)l交结物
、

碎屑
、

长石等 )
。

因此在一种数据表中

可以 出现一个以上某个样品的记录
,

如果该样品未作这方而的分析
,

该数据表不会有该样

品的记录
。

在数据表中
,

)l]样品的 S E D I认一 ID 力日上数据标记号 n R
“

( o o to R e f e r e ,、 e。 例 u ; ,: b e r ) 来

标识一 个分析样品
。

DI 丈
“

山前后两部分组成
,

前半部为数据表名称的缩写 ( 如 C A 表示化学

分析表 ) ;
后半部为顺序号

。

D R “

作为索引项
,

用来对一个样品的分析数据进行检索
,

从而

将数据有机地组织起来
。

综上所述
,

S E D B A 数据是按书的结构进行组织的 (如图 3 所示 )
,

一本
“

书
”

代表一个

样
,

}石集
。

C O v E R I 类似
’ `

书
”

的封面
,

包含样品集的名称和标识符
; C o v E R Z 是

“

书
”

中某

一一 奈
”

( U}]一个样品 ) 的
“

目录
” ; H E A D E R S H E E T 才口当于该

“

章
”

的
“

概况
” ; S P E e 一八 L l z E D

.

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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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S E D B 入 数据组织方式

四
、

S E D B A 的数据标准化

t 信息
在 S E D B八 中

,

主要 山数值型的定量描述信息和字符型的定性描述信息组成
。

定量描述
.

如元素分析值
,

粒度测定值等

S ￡1D认 数据表或数据表说明书中
,

数据的单位与 s E D B八 规定的不 ilrJ
,

,

通常是 以比值或用某种度量单位表示的测定值
。

在

对各种定量性数据项使用的单位均做了说明
。

如果原始

可在注释项中予以说明
。

定性描述的数据分成两种
,

一种是用文字描述实体属性的信息
,

造等
; 另一种是注释性的信息

。
如岩石名称

,

结构构

前一种数据是 S E D B A 中的重要部分
,

它们主要用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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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由于与沉积岩有关的术语在各国甚至同一国家内都不完全相同
,

为避免出现
“
同词

异义
”

或
“
同义异词

”

从而造成混乱
,

建立标准词表统一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

目前 IG C P 26 9

项 目暂定使用由中国工作组编辑的 s E D B A 荐用词表 ( L is T o F R E c o

MM
EN D E O T E R sM

F o R s E D队 ) 作为标准
。

s ED
BA 荐用词 表是参考 了中国国家标准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 G B

9 6刁9一 88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
,

按沉积岩颜色
、

沉积岩组分 (包括矿物组分和结构组

分 )
、

沉积结构
、

沉积构造
、

沉积物物理性质
、

沉积岩类型
、

沉积环境
、

沉积作用和成岩作

用
、

古生物与古生态
、

次生变化等十个方面编辑而成
。

该词表共收词 Z d o o 余条
。

每一词条均包括
’ `

中国国家标准码
” 、 “

中文名称
” 、 “

英文名

称
”
和

`

,s E O B A 代码
”
四个栏目

.

词表还附录了国际 IF SP 系统国家 (或地区 ) 代码及中国

各省
、

自治区及直辖市代码
。

经过试用后
,

将不断修改
、

补充
、

使其逐步完善
。

s E D B A 的描述性字段均使 用英文表示
,

因此 s E O B A 荐用词表对今后汉化 s E D B A 系统

有特殊用途
。

S E O B A 中的某些特殊字段使用了代码
,

这些代码分别列在数据表及说明书中
。

此外
,

s E D B A 的各种数据表都用缩写词表示
。

例如
,

c ` 表示碎屑岩专 用表
,

C A 表示

化学分析数据表
,

H s 表示 H E A D E R s H E E T 表
,

B T 表示文献信息表等
。

一些数据字段用缩

写 词表示填写 的方式
。

例如 (C ) 表示该字段需使用代码
; ( M ) 表示该字段必须填写

;

( R ) 表示需使用荐词表中的标准词等
。

.

乒

五
、

s E D B A 数据转换格式

为使 S E D B A 数据的国际问交流不受计算机型号及数据库管理系统 ( D B M S ) 的限制
,

从

而便于 在各国推广使用
,

IG C P 2 69 项目决定采用压缩的 A S lC l 文件格式作为 S E D
llA 数据

转换的标准格式
。

在还不具备通讯网络条件的情况下
,

决定以 磁盘或磁带作为交换数据的

介质
。

目前许多通用的 D B M s 都具有将该 系统的数据库文件自动转换成 D c ! im it ed A S lC l 文

件 以及将后者转换成数据库文件的功能
。

因此
,

只要 s E O B A 系统中各数据库文件的数据结

构被确定
,

数据交换就极容易实现
。

六
、

S E D B A 的运行环境

在 s E D队 中以样品为基本逻辑单元
,

即岩石样品作为实体
。

与样品有关的属性多达千

余个
,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数据表中
。

在 S E D B A 的数据结构上
,

存在着一对一
,

一对多和多

对多的复杂关系
。

如一个样品集对应多个样品
; 一个样品对应多个分析物

; 一篇文献涉及

多个样品
; 一个样品集中包含多篇文献等

。

只有使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

才能实现对

S E D B A 系统的管理
。

由于数据转换格式采用压缩的 A S cl l 文件格式
,

对 S E D B A 的运行环境提供了相当自由

的选择
。

S E O B A 既可选 用微机
,

也可使用较大型的计算机或主机 ( M aj fr ajn
。 ) ; 既可应用各

种通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

也能自行编制管理软件
。

但必须保证转换出的数据库文件其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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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与 s B D E入 标准文件绝对一致

,

否则无法实现数据交流
。

目前 I B M一 P C 系列计算机在各国普及程度很高
,

因此本项 目选用这类微机作为建立

S E D I二A 原型数据库的计算机选型
,

并对该类计算机的基本配置作出如下规定
:

( l ) 具有 > 6」OK b R A M ;

( 2) 必需有至少 SM b 空问的硬盘
;

( 3) 至少有一个软盘驱动器
;

( 4 ) 使用 > 3
.

0版的 M S o o S 系统
。

七
、

S E D B A 的数据来源

建立 S E D B A 的最终目的是存贮
、

管理全世 界各地的沉积岩数据
,

为所有需要这些数据

的用户服务
。

因此
,

凡是沉积岩的数据
,

不管是出现在公开出版的书籍
、

专著
、

杂志
、

期

刊中
.

还是未出版的报告
、

资料或保存在个 人手上的
,

都是 S E D B A 收集的对象
。

任何人都

可以 向 S E D ll A 提供数据
,

也能向 s E D B A 索取数据
。

在 S E D B A 中存贮的都是沉积岩的原始数据
,

因此
,

在收集文献资料中的数据时
,

需要

请文章作者提供原始数据
。

在 S E D ll A 发展的初期
,

数据主要来源于 IG C P 2 69 项 目的成员
。

计划在 19 92 年底前收

集大约 5 0 0 0 个样品的数据
,

用于检验 S E D B A 系统的可行性
,

以便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系统

的性能
。

与此同时
,

通过各种形式
,

包括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
,

举办培训班等
,

宜传

介绍 s E O B A
,

使更多的专业人 员了解和掌握 s E O B A 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法
,

不断扩大数据

来源和用户队伍
。

GI C P 2 6 9 项 目准 备于 19 9 2 年年底在印度加尔各答举办一个 s E D B A 培训

班 ( T ar iin gll C ou sr 。 ), 吸收各国沉积岩专业人员参加
,

就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措施之一
。

八
、

S E D B A 数据的提交和获取方法

从数据提供者收集
、

提交数据
,

到地区中心编辑
,

散发数据的过程如图 4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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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数据提供者按照 S E D ll A 数据表的内容和格式
,

填写数据表
,

并用 S E D B A 数据录

入软件将数据输入到各数据文件中
。

每个样品 及样品集均需有原始样号 ( o R G一 1D ) 和样品

咬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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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定义及名称
。

数据文件提交给 sE D B A地区分中心后
,

由该中心的管理人员检查数据的合格性
。

如果

不合格
,

退给数据提供者进行修改 ; 如果合格
,

由地区 s E D
BA 中心管理人员统一编辑

,

赋

于各样品及样品集 s E D B A一 lD 和 s ET 一 1D
,

制作数据库文件
。

每当 s E D B A 中心完成对各地

区分中心提交的数据的编辑工作后
,

地区分中心负责向各用户提供带有数据库管理软件的

数据盘
。

数据录入软件及管理软件是用某种数据库管理系统 ( D B M S ) 提供的编程工具制作的
。

目前中国工作组采用 F o x B A S E +2
.

1
,

法国工作使用 P A R A D O x 3
.

0 制作的数据录入软件和

管理软件
,

被 IG c P 2 69 项 目推荐给各地区中心使用
。

各地区中心可根据自己的条件
、

需要
,

选择其它类型的 D B M S 建立相应的软件系统孟

由于国际上对计算机软件的版权有专门的法律予以保护
,

为使数据输入及管理软件的

扩散不触犯法律
,

这两套软件均使用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版本—
R U N T MI E

,

重新编译

而成
。

因此
,

这些软件仅能用于 s E D B A
,

不能更改 s E D B A 各数据库的结构
,

也不能用其建

立其它数据库
。

在 s E O B A 管理系统中
,

为用户提供了帐号和 口令
,

这是保障数据库的安全和保密的必

要措施
。

.

九
、

S E D B A 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少

中国幅员辽阔
,

沉积岩及沉积矿产资源
、

能源
、

水资源极其丰富
,

另外在中国从事地

球科学研究的部门也很多
。

因此全球沉积岩数据库在中国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

并且也

有丰富的数据来源
。

IG c P 26 9 项 目开始执行以来
,

就引起国内各部门专业人 员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

参加了

IG c P 26 9 项 目中国组以及关心 s E O B A 建设的人员与 日俱增
.

目前中国组成 员已有 30 余

位
,

分别来自地矿部
、

煤炭部
、

中科院和高等院校所属的 12 个单位
。

本项 目也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经费及各方面的支持
。

中国组在 S E D B A 设计和建立的各个过程中
,

均提交了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
,

为 S E D B A

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例如
,

在中国第一次工作会议上
,

设计了 S E D B A 数据表格式
。

之

后
,

完成了 s E D B A 数据表说明书及荐用语表的编写工作
,

并用 F O郑 A S E + 2
.

1 在 m M一 P C

系列微机上建立了 s E D B A 原型数据库等
。

这些成果为 s E D B A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如何推广 S E O B A 的应用
,

并不断获取新的数据来源
,

是今后发展 S E D B A 的关键
。

为

此
,

我们打算采取 以下步骤实现这个 目标
。

一 宣传和介绍 S E D B A

通过在各种专业性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文章或论文
,

详细而系统地介绍 S E D B A 的

内容和功能
,

使全国各部门的地质专业人员了解 s E D B A
,

是宣传
、

介绍 S E D B A 的重要方法

之一
。

我们曾先后在一些期刊上发表过介绍 S E D B A 进展的文章
。

今后准备继续利用全国性

的学术会议
,

扩大宜传效果
。

2
.

举办 s E D B A 培训班

举办 s E O B A 培训班
,

系统讲授 s E O B A 的数据收集方法和使用方法
,

培训专业人 员掌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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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收集数据的规范和使用 sE D
B A的方法

,

是确保数据来源和推广 s E D B A 卖际应用的有效

措施
。

3
.

争取各数据管理部门的支持

为使 S E D B A 在中国持续发展
,

必须得到国内有关的数据管理部门支持
.

因为 s E D B A

是一个国际性的数据系统
,

在国内如果仅靠少数专业人员用有限的课题研究经费来维持系

统
,

不仅因经费不足而难以持续下去
,

而且无法获得稳定和持久的数据来源
。

只有纳入国

家有关的数据管理系统中
,

才能不断发展并在国内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
.

争取数据来源

如何鼓 励专业人 员提供数据
,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问题
。

我们准 备通过以 下途径为

s E 0 nA 争取数据来源
:

( l) 与某些重大科研项 目或生产任务结合
,

承担其数据管理和应用的任务
,

从而使该

课题的数据系统而完整地进入 s E O B A 系统中
;

( 2) 与包括 I G c P 26 9 项 目成员在内的专业人 员建立协作关系
,

以他们对 s E D B A 建设

的贡献大小
,

决定他们共享 s E D B A 的程度
。

以此来鼓励专业人员积极提供数据
;

( 3) 与国内有关期刊或出版物建立协作关系
,

请编辑部制定规章
,

要求文章作者必须

按 S E D B A 数据格式提交其原始数据
,

否则文章不予刊载
;

(钓 对那些需要数据 又未提供数据的用户
,

采取有偿服务的办法
,

可利用数据检索费

来维护系统及购买新数据
。

.

以 上尚属初步设想
。

需要与 I G c P 2 69 项 目中国组成员讨论并广泛征求全国有关专业人

员的意见
,

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予以实现
。

十
、

结束语

全球沉积岩数据库的发展计划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 N ES C o )
、

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

( GI C )P 和国际地科联 ( UI G )S 的经费支持
。

在国内
,

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第三

世界科学院和中科院地化所的经费资助
。

经过国内外成 员三年的共同努力
,

s E D B A 的原型数据库已基本建成
。

基中
,

中国工作

组全体成员以及关心本项 目的专业人员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为使 s E D B A 成为我国地质工作者从事科研
、

生产
、

教学的有力工具
,

需要全国地质人

员共同关心和支持 S E D B A 的建设
。

积极提供数据
,

并把它应用到 自己的工作 中
,

结出丰硕

的成果
。

作者谨向为 IG C P 26 9 项 目提供过支持
、

作出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

并

欢迎对文中错误和不当之处提出批评
。

欢迎广大地质工作者对如何在我国展开 s E O B A 应

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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