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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编写目的

本文档用于介绍 DDE岩浆岩数据库（DDE-OnePetrology）的建设进展、功能、

使用方法以及发展方向，供广大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并热烈欢迎广大同行及科

研人员批评指正并加入到 DDE岩浆岩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中来。

1.2.项目背景

DDE岩浆岩数据库（DDE-OnePetrology）隶属于 DDE 大科学计划（深时数字

地球大科学计划），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建设，

“深时数字地球大科学计划”（Deep-time Digital Earth，简称 DDE） 将在大数

据驱动下重建地球生命、地理、物质和气候的演化，进而达到精确重建地球和生

命演化 历史 、识别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的宏观分布规律。并将通过这一计划，

为全球数百万研究人员和科技专业用户提供一个跨越科学领域和国家的虚拟科

研环境，使其能够存储、共享和使用科研数据 。

深时数字地球”将开展大科学研究，构建最大地学基础数据库，建成“地学界

Google”，从而实现整合地球演化全球数据、共享全球地学知识 。也就是说，地

学数据库建成以后，地球和生命演化的科学研究将不再是“一纸地质图”，而是具

有大数据支撑的“深时数字地球”。被誉为地质学 Google 的 DDE，旨在大数据驱

动下重建地球生命、地理、物质和气候的演化，进而达到精确重建地球和生命演

化 历史 、识别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的宏观分布规律。该计划将聚焦地球数字科

学重大基础前沿，建立国际地球数字科学产学研协同生态链，推动地球信息产业

链、创新链、服务链融合，促进地球信息产业研发应用集群化发展，面向全球数

百万研究人员和 科技 专业用户，提供一个跨越科学领域和国家的虚拟科研环境，

实现跨领域科研数据的存储、共享和应用，为破解全球经济 社会 发展的能源资

源等问题提供强大的科学科研基础。DDE 科学设想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后，很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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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获得国际 社会 广泛响应。英国、俄罗斯、中国、德国等国家地质调查局，以

及国际地层委员会、国际沉积学家协会、国际古生物协会、国际数学字地球科学

协会、美国石油地质协会等 9 个国际学术组织共同发起， 经国际地科联投票通

过，“深时数字地球”成为其首个大科学计划，执行期 10 年（2019-2028） 。（上

述资料引自百度：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7448205780778947.html）

DDE岩浆岩数据库采用“数据”+“编图”+“研究”的三驾马车的理念进行

构建，通过引入相关计算机技术（AI、NLP、OCR、大数据等），推动岩浆岩学

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岩浆岩数据来自于野外实测/实验室分析/专业机构共享的数据集/科技文献

等途径，为了建设岩浆岩数据库，首先根据需求建立数据库结构和中间数据交换

模板，涵盖样品信息、年龄数据、地球化学数据（主/微量元素）、同位素、锆

石定年等；然后把野外实测/实验室分析/专业机构共享的数据集 这类固定的结

构化的数据往统一数据交换模板（excel 格式）进行转换，经过过滤重复数据、

自动样品编号等过程实现自动化入库。另一类科技文献数据具有格式多样化、数

据种类繁杂等特点，人工整理的工作量大且效率低，因此利用计算机的软件技术

研发了科技文献数据抽取软件，辅助实现了文献收集、数据抽取、数据清洗校对、

数据归一化之后形成统一数据交换模板的数据文件，进而实现自动化入库。同时，

每一个样品数据均与来源实现关联（野外实测/实验室分析/专业机构共享数据集

/科技文献），便于随时进行人工校对核准。为了存储这类关联的科技文献等数

据，引入了开源的 DSpace 数据仓储，用之为每一个数据来源提供唯一性标识

（handle id）和具体数据源文件的随时调取。具体工作流程参看图 1.

其中，从科技文献中抽取数据并进行归一化处理是整个工作中的难点，主要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科技文献排版及文件格式的多样化；2）表格的跨页跨版

面等；3）描述术语的不统一（中文/英文/简称等）；4）关键信息隐藏于文本段

落中（例如工作区位置、时代背景等）难以获取；5）部分信息隐藏于图片中（例

如测点分布图中的测点经纬度信息）；6）提取的准确度很难达到百分百；7）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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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扫描版的科技文献需要首先通过 ocr 技术数字化后才可以提取，进一步降低

了准确率。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在工作中首先针对文件格式实现了归一化，即把

caj 系列的文件转换为 pdf 格式，在 pdf 格式的基础上首先实现表格的数据抽取

（针对提取到的表格，出现续表*/Talbe* continued 等字眼认为是表格跨页，

通过软件自动合并）；然后针对描述术语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图数据库 neo4j

建立了同义词体系，收集整理常见的描述方式到同义词体系中从而实现自动化的

转换。针对新出现的词汇，通过相似度计算自动匹配到同义词体系中（新增词汇

需要人工核定）.通过同义词体系，实现不同的表格到统一数据模板表格的自动

化转换。针对隐藏于文本段落中的信息，根据构建的本体和地质叙词表进行 NLP

信息提取，如果能够提取到有效信息，则形成报告文件进行人工核定。针对隐藏

于图片中的经纬度信息，目前的做法是把该图片通过小工具人工选取测点的方式

形成坐标列表。针对早期的扫描版本的文献，通过 abbyy 的 FineReader 进行 OCR

识别之后再提取。针对提取准确率的问题，在提取中通过校对算法进行行列对齐、

数据自动填充等技术进行逐步提高。

岩浆岩数据库基于 PostGIS 数据库体系构建，收集整理好的数据经过自动化

入库程序完成入库（过程中自动滤重），进入 Postgresql 数据库，然后通过专

业分析形成 GIS 图层，通过 GIS 软件（QGis/ArcGIS 等）进行岩浆岩图件的编辑。

同时，编辑的成果图件纳入到数据处理环节，作为 GIS 底图与数据展示在一个

界面上，便于科研人员进行数据核对与矫正。

综上所述，在岩浆岩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中，整合了来自于项目组的野外实测

数据、实验室分析结果数据、专业机构共享数据集和各类科技文献的多源数据，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辅助，基本实现了快速构建岩浆岩大数据集的技术体系，对持

续开展岩浆岩研究提供帮助。

1.3.术语定义

DDE：深时数字地球大科学计划，详见 http://www.dde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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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 岩浆岩数据库（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隶属于 DDE，包括

后台数据库、网站、研究工作平台桌面软件、岩浆岩知识库等组成。

岩浆岩数据库网站：网址为：https://petrology.deep-time.org/，隶属于 DDE

岩浆岩数据库（后续简称：网站），用于对外发布展示数据、图件、研究进展、

科研成果等，是岩浆岩数据库的门户。

岩浆岩数据库科研工作平台软件：桌面程序，隶属 DDE 岩浆岩数据库，用于

整合科研工作中的各类工具软件（后续简称：科研工作平台），包括：知识体系

管理、文献管理、数据提取、数据导入、查重、专业成图（地化/同位素等专业

图件）等，后续将持续集成基于数据进行智能编图等功能。本软件可通过岩浆岩

数据库网站上的链接进行下载。

岩浆岩机构知识库：网址为：http://39.106.68.244:4000/ ,隶属于 DDE 岩浆岩

数据库（后续简称：知识库），是科研工作平台的后台支撑系统，同时也拥有前

端 web 管理页面。用于永久存储、发布岩浆岩相关文献、阶段性数据成果、科

学家成果关联、大型地质图件等，具有永久 URL、OAI-PMH、RESTful、版本管理、

request copy等功能。用于科学家们自行管理和发布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数据，并

为发表文献中的数据引用提供永久地址访问。

OGC: 开放 GIS 联盟，包括一系列技术规范，wms/wfs/wmts/wcs/csw...等。

元数据：遵循 ISO 19115、DD2006以及 DDE 相关元数据标准的数据描述，用

于描述数据集、成果和软件系统等。

开源软件：具有开放源代码的软件，用于科研等用途，在使用过程中需遵守

相关开源协议。包括各类工具软件以及类库等。

Java：编程语言，用于网站、知识库的后台服务开发。

Python：编程语言，用于科研工作平台桌面软件的开发，多用于科学计算和

AI等领域，桌面软件采用 Pyqt，pandas等众多开源组件构建而成。

Angular：前端编程语言，用于构建知识库的前端 UI 界面。（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AngularJS/7140293?fromtitle=Angular&fromid=90564

78&fr=aladdin）

PublicCMS：基于 Java 的 CMS 系统，用于构建岩浆岩数据库网站。详见：

https://www.publiccm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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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rker：一款模板引擎： 即一种基于模板和要改变的数据， 并用来生

成输出文本（HTML 网页、电子邮件、配置文件、源代码等）的通用工具。 它

不是面向最终用户的，而是一个 Java 类库，是一款程序员可以嵌入他们所开发

产品的组件。（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freemarker/9489366?

fr=aladdin ）

PostGIS: 构建于 Postgresql 的开源空间数据库，用于结构化数据和空间数据

的存储，并提供检索查询服务。

ArangoDB：多模态数据库，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并提供检索查询服务。

在岩浆岩数据库中采用的是 ArangoDB的社区版。

Solr：全文搜索引擎。Solr 是一个独立的企业级搜索应用服务器，它对外提

供类似于 Web-service 的 API接口。用户可以通过 http请求，向搜索引擎服务器

提交一定格式的 XML文件，生成索引；也可以通过 Http Get操作提出查找请求，

并得到 XML格式的返回结果。（百度百科）

IIIF: IIIF 是一套开放标准，用于大规模在线交付高质量、有属性的数字对象。

它也是一个开发和实现 IIIF APIs 的国际团体。IIIF 由领先的文化机构组成的财团

支持。知识库中采用了 IIIF 标准来发布大型地质图件。（详见：https://iiif.io/）

知识树：knowledge tree,用来组织学科领域知识的一种方式。岩浆岩知识库

中，把知识体系/知识树与数据进行了关联，实现了知识与数据的一体化存储，

有利于从数据中挖掘知识。具体功能参见科研工作平台中的相关功能。

Geopytool：一个专业的开源成图软件，源自于地质大学老师所创，已集成进

科研工作平台。

数据收发室：用于团队协同工作时整理数据，当多人同时收集整理数据时，

把收集整理的结果上传到数据收发室，由专人审核并继续下一步处理。

PDF 数据抽取：从科研文献、成果报告等资料中，通过程序方式自动抽取其

中的结构化表格，以及分散在文中的经纬度等其他信息，最终形成 excel表格。

该功能辅助数据收集整理。

空间查询：通过在底图上框选空间范围（或者直接输入 geojson 的坐标字符

串）方式去获取该范围内的数据。

专题库：在岩浆岩领域内进一步划分的专业研究领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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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考资料及引用的开源软件

名称 版本 开源协议 备注

Arangodb v3.84 Apache License 2.0 采用社区版，存储非

结构化数据

Postgressql v13.1 PostgreSQL License, 存储关系型数据

DSpace V7.2 BSD 作为 IR 基础设施

Solr V8.11.1 Apache License 2.0 全文搜索引擎

cantaloupe V5.0.4 Illinois/NCSA Open
Source License

IIIF server

Geopytool V2018.08.001 GPL V3 地大北京

PublicCMS V4 MIT 购买了商业授权，

Java

Pyqt5 V5.15.4 GPL V3 UI 界面

Pandas V1.5.0 数据处理

Openpyxl v3.0.10 读取 xlsx文件

Geopandas V0.9 地图

Opencv-python V4.5.1.48 视觉处理

Pandasgui V0.2.13 Pyqt 的 GUI

Plotly V5.9.0 交互式成图

Matplotlib V3.5.2 二维成图

Numpy V1.22.4 数据处理

Pillow V9.2.0 图像处理

Pyarango V2.0.1 连接数据库

Pyecharts V1.9.1 成图

Pyinstaller V5.2 安装程序制作

Pypdf2 V2.5.0 Pdf 处理

Pyqtwebengine V.15.6 浏览器

scikit-learn V1.8.1 数据处理

Shapely V1.7.1 处理 shape 文件

Tensorflow V2.9.1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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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sxwriter V3.0.3 写 excel 文件

Xmind V1.2.0 思维导图

Camelot-py V0.0.1 pdf提取 excel 表格

......

其它暂略.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8

2.岩浆岩数据库概述

2.1.岩浆岩数据库技术体系及构成

图 1 岩浆岩数据库构成及技术体系

如上图所示，左侧为岩浆岩数据库所采用的后天支撑软件和模块，右侧为岩

浆岩数据库的三个前端展示部分：网站（web）、科研工作平台（桌面软件）和

知识库（web）。其中左侧的 QGIS 为另外用到的桌面软件（GIS 数据处理与编图）。

网站主要承载对外发布和展示岩浆岩数据库的公开成果，包括编图成果（图

件）、数据（目前主要是样品数据、锆石数据和专题库数据），并提供空间查询

和数据下载方式。

科研工作平台（桌面软件）主要提供了知识树管理、数据收发室、数据导入、

数据查重、数据成图、智能编图（待增加）等功能，通过桌面软件方式提供较为

高效的处理方式和更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同时提供了一部分 AI 的处理算法

和模块供科研工作者使用。

知识库主要是展示科学家个人信息及相关联的科技成果，同时为科研工作平

台数据收发室等提供后台数据存储。它具备版本管理、永久 URL、request copy

等功能，便于发布成果和共享，同时提供了 REST和 OAI-PMH 等方式与其他系统

交换元数据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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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岩浆岩数据库所遵循的技术规范与标准

图 2 岩浆岩数据库所遵循的技术规范与标准

岩浆岩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从信息技术和专业领域两个维度遵循了相关的

技术规范和标准，为岩浆岩数据库与其他系统进行集成以及学科之间数据交换与

互操作奠定了基础。

2.3.岩浆岩数据库网站简介

岩 浆 岩 数 据 库 网 站 作 为 DDE 的 二 级 域 名 进 行 发 布 。 域 名 为 ：

https://petrology.deep-time.org 。

岩浆岩数据库网站展示的数据以样品为核心，在主页上通过地图叠加的方式

显示了岩浆岩图以及样品的空间分布（聚类方式），可以通过空间方式进行浏览

查看相关数据分布情况。同时，顶部提供了相应的功能菜单。网站的相关功能在

后续相关章节中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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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岩浆岩数据库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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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岩浆岩数据库科研工作平台简介

科研工作平台软件是采用 python开发的桌面程序，集合了 python 的科学计

算、绘图、AI、GIS 分析等各种功能类库于一体，方便科研人员处理与分析数据，

并提供了快捷简便的操作界面。软件从网站中部的Data Summary 下面的Desktop

连接进行下载，直接解压缩之后就可以运行。

图 4 岩浆岩数据库科研工作平台软件截图

科研工作平台软件采用 python 编写，支持多操作系统平台（linux，mac，

windows等），目前网站上仅发布了 windows版本，如果需要其它版本，请联系

管理员。

2.5.岩浆岩知识库简介

岩浆岩知识库基于 DSpace 开发而成，主要用于发布科学家个人信息及相关

成果，同时为科研工作平台桌面软件提供后台存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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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岩浆岩知识库成果发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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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岩浆岩数据库网站

3.1.使用环境及网址

访问岩浆岩数据库网站需要具备浏览器环境，推荐的浏览器为谷歌的 Chrome 浏览

器，版本在 92 以上最佳，计算机的内存不低于 8G。请注意，本网站没有针对手机做优

化，因此采用手机或者其它浏览器访问时，可能会造成效果不佳。

网址： https://petrology.deep-time.org/

也可以直接用 ip 访问： http://39.106.68.244/

本网址为 DDE 域名服务器转发网址，如果遇到不正常的情况，请直接使用 ip 访问。

如果发现不能访问，请联系岩浆岩团队获取最新地址。目前网址展示的结果为：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14

图 6 岩浆岩数据库网站首页（3D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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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主页功能介绍

主页主要分为页眉和页脚以及中间内容部分。中间内容分为：地图部分、数据库概

述、部分图件概览。

其中，地图部分，支持2d和3d两种方式。2d方式为二维地图，叠加了全球岩浆岩图

（2022版本），同时展示了样品点在地图上的分布（只是有经纬度的数据，没有经纬度

的数据需要在后台查询）。右上角可以切换地图，目前支持：ESRI、OSM、天地图（影

像）、高德。其功能分布见下图：

3D模式则是采用球的方式叠加了全球岩浆岩图，便于从全球角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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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页上的地图各种工具栏的功能已隐藏，在后续功能中使用到的地方展示。

中间的是数据库概况以及一些关键资料的下载，点击对应的菜单可以查看下载内容。

下方的图件部分，目前仅提供分辨率不高的图件直接查看，后续将补充提供高清地

质图的在线浏览。

3.3.网页工具栏

在岩浆岩的网站顶部，存在着网站的工具栏，各项功能隐藏于菜单中，该部分菜单

随着工作的深入会逐步丰富。目前已经存在的功能为：

其中 About 中为介绍性信息，存在四个网页，简单介绍了本项目的一些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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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浏览。

Submit Data，是提交数据使用。目前仅开发了基本功能，待完善。其下包括的功

能为：

分别是查看所有的提交数据的情况，审核后才能被看到提交信息，避免有人提交违

法信息。

第二个是提交数据功能，目前会自动跳转到后台（该部分功能转移到科研工作平台

中，请参考工作平台软件的使用说明）。

第三个设计是用来修正数据，可以在后台管理界面中对数据进行修改。（该部分功

能转移到科研工作平台中，请参考工作平台软件的使用说明）。

第四个用来下载数据模板，用来提供数据用（该部分功能转移到科研工作平台中，

请参考工作平台软件的使用说明）。

第三个工具栏 Access Data 为数据访问功能，网站提供的数据为公开对外发布的

数据，与科研工作平台软件中的数据不同。下面另立章节介绍。

第四个为图件访问的在线访问，目前发布了三个图件，都是 2020 年亚洲地质图与

不同的底图进行叠加显示或者是不同的投影坐标系在网络上的展示情况。

点击对应的菜单，即可进入三个图件的浏览。本功能设计是为了观察图件使用，不

显式坐标点。下面为三个图件全图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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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 3857web 墨卡托坐标系的显示效果。其中，右上侧为底图切换功能，目前支持了 ESRI

提供的影像地图、OSM 提供的地图（目前采用的 OSMDE，中英文并存）、BING（微软提供的影像

地图）和高德的影像地图（含地名标注）。

上图是 4326 经纬度坐标系的显示效果截图，叠加了坐标点。不提供底图切换功能。仅提

供放大缩小功能。其底图为基于 osm 中国数据的底图绘制而成，包括中国详细的行政区域、交

通、水域等，中国国界九段线来自于高德发布的官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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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纯粹的 2020 亚洲地质图的在线显示。不包括底图和数据点等任何干扰要素。用于观察

讨论地质图本身。

3.4. Search Data数据访问

数据访问的入口在 Access Data 下面的 Search Data ...

下面的暂时是管理界面入口（暂时忽略不用看）。点击 Search Data，页面跳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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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了多种检索方式，目前上线了空间检索、根据地化查询和根据年龄查询功能，

即第一个、第四个和第六个。其它在开发中。点击第一个 空间检索，即可跳转到：

这是登录页面，该功能需要注册用户才可以访问。临时测试账号可以用 dde（用户名密

码相同）.推荐各人注册自己的账号，可以用来测试数据提交功能。

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跳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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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在地图上画矩形，或者画任意的多边形（首尾节点必须重合才能结束）。

同时在右上角提供了底图切换功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换到自己需要的图层。下面

展示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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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矩形框选，下图为任意多边形框选，两者底图不同。

当选完空间区域后，点击 submit 按钮，即可跳转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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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主要是选择自己需要的输出字段，不需要的不要选，避免响应太慢或者造成

垃圾数据。初始加载了部分字段，可根据需要自行进行修改。完成之后点击上面的“view

and download results”，即可看到在刚才选择的空间区域和本页面所选择的字段看到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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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到页第，能看到分页的结果

本页面反映的速度主要和所选择的空间范围有关（即筛选多少数据）。目前没有限

制总体数据量，如果框选全球的话，可能会造成机器卡死（数据太多的话）。

点击 Save 可以下载为 excel，excel 的列和之前所选择的内容相关。下载之后的

excel 结果为：

其中第一行是项目名称：DDE-Petrology，第二行为一些版权信息（英文和中文双

语），第三行为所有列名，第四行开始为数据，包含所有选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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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岩浆岩数据库后台管理功能

3.5.1. 后台管理概述

岩浆岩数据库的网站后台包括网站的全部设置以及开发功能。后台管理主要

是提供数据管理、网站配置、内容发布、页面开发等功能。

后台管理访问路径为：https://petrology.deep-time.org/admin

http://39.106.68.244/admin (IP 方式)

上图为网站后台管理登录之后的首页界面，上面的为大的功能分区，左侧为

二级菜单分区，中间区域为主功能区，所有左侧二级菜单对应的功能界面都在中

间区域打开。其中岩浆岩数据库部分为旧版本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可以检索查询

旧版本的数据，并支持修改与删除等操作（所有操作均有日志记录，慎重删除）。

常用功能为内容和开发两个部分，内容指的是网站发布新闻、成果等，在后

台编辑好之后即可在前台发布（需在开发中设置好模板）。开发部分即为开发网

站页面。下面逐一介绍这两部分功能。

3.5.2. 内容管理

本网站采用 CMS 的架构进行构建，因此内容管理是与网站的 CMS 管理理念

相一致的，按照 CMS 的方式在对应的栏目下发布相关的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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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发布时，逐一填写相关的内容，并审核通过（如果有审核权限。如果

没有权限则需要等待有权限的管理员进行审批）后即可在前端页面上看到相关内

容。

具体的内容管理中包括的评论管理、分类管理、标签管理、产品管理、投票

管理、搜索词管理等，均依照 CMS 理念设立，同时在前端页面中予以设置之后

即可使用。

3.5.3. 网站开发

该功能由网站开发人员使用，用以设置各类前端页面。使用该功能需具备的

it技术能力包括：html、js、freemarker等。

在开发时的步骤与注意事项：

1，所需要使用的 js、css、图像、html 等资源文件，通过“网站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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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传即可。可一次性上传多个文件。上传成功后在网站文件管理中可以查看

到对应内容。

2，在编写前端页面时，尽量模块化以便重用，即使用“页面模板片段”功

能。该功能有利于 html 页面的模块化，例如 header 和 footer，即可作为两个片

段，嵌入到所有的页面中。当需要修改时，直接修改一次页面片段即可完成所有

有关页面的修改。

3，模板文件管理，对应的是前端页面。在使用该功能时，需要注意开发的

是一个个前端的 html，在 html 中可以直接嵌入页面片段模板，也可以直接编写

html代码和 js代码，并可以直接使用 freemarker的所有代码功能。具体 freemarker

支持的标签可以查询 http://39.106.68.244/interface.html 。

4，记得及时保存所编辑内容，因为后天管理有 session超时功能，在富文本

浏览器的操作并不会改变 session的状态会引发超时。

3.5.4. 网站维护

网站维护的操作主要是用户、部门、角色等的管理，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进行设置（需

管理员权限）。

其它设置为网站运行相关的技术参数，默认情况下已配置好，可无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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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岩浆岩科研工作平台软件

4.1.目标

DDE-OnePetrology桌面软件的目标是构建岩浆岩的科研工作平台，用来处理

从文献管理开始、到从文献中提取数据、把数据入库形成大规模数据集、结合

GIS 形成空间数据库、开展学科研究与分析，为科研人员提供工具软件的集合。

4.2.功能

分类保存整理所收集到的学术文献和数据，提供工具从文献中提取 excel 表

格、从图幅中提取坐标、从文字中提取有效信息与数据等，进而构建完整的岩浆

岩数据库，为学科研究积累大数据，为开展智能编图等学科研究奠定基础。

4.3.性能

本软件是采用 python 语言开发的桌面工作软件，其性能和效率高于 web应

用，略低于 C++开发的程序。同时，python语言的特点，决定了可以方便的集成

很多工具，同时也可以紧密的结合 AI相关应用。

在本软件中，同时集成了 web功能，支持直接嵌入 web应用。

通过在线升级，解决了桌面软件更新的问题，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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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运行环境

4.4.1. 硬件要求

经测试，运行本软件的环境为 i7 CPU， 16G 内存，20GB可用硬盘空间，可

流畅运行本软件。

本软件运行需要联网，并对网速有一定要求，网速过慢容易导致卡顿。

4.4.2. 支持软件

经测试，Win10 64 位可流畅运行本软件。后期可单独打包 linux 及国产操作

系统的发行版。

4.5.使用说明

4.5.1. 安装和初始化

首 先 从 网络 下 载 压 缩 文件 “ DDE-OnePetrology.zip ”， 临 时 网址 ：

http://39.106.68.244/

在页面中间找到 Desktop Software 即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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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之后，解压缩到硬盘的某一个目录中，建议采用英文目录名，避免存在

中 文 导 致 不 可 预 知 错 误 。 然 后 解 压 缩 之 后 ， 建 立 一 个 快 捷 方 式

DDE-OnePetrology.exe 到桌面，以便后续使用。

4.5.2. 软件启动

双击 DDE-OnePetrology.exe 或者桌面快捷方式即可启动。

首先出现一个 Splash画面，蓝色为桌面，正常是一个圆形的图片。

然后系统初步完成加载后，即显示登陆窗口（左侧为全球岩浆岩图在三维地

球上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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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为邮箱，输入密码即可登陆。登陆后即可进入软件。

Btw：目前开放注册页面：http://39.106.68.244:4000/register ，或者是点击

登录窗口的左下角的超链接， 注册后如有需要请联系管理员授权（目前权限仅

和数据收发室与文献管理有关）。

4.5.3. 界面布局及操作简介

如图所示，软件包括菜单栏、工具栏、状态栏、等区域。点击左侧操作面板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32

的按钮，即可在中间主工作区激活对应功能。

4.5.4. 知识体系/知识树

知识体系是本软件的核心。

Public Knowledge 是公共知识体系，也就是大家所共同需要的部分，推荐由

专家们共同拟定一个大家工作的基础，便于后期多人协同的数据往一起集成。

Private Knowledge 是私有知识体系，在公共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修剪，形

成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体系。私有知识体系与用户名绑定。

知识体系可以输出 Excel模板，用来收集和整理数据。

(1)公共知识树

点击操作面板的 Public Knowledge 按钮，激活主工作区的公共知识树。界面

分三段式显示，左侧为说明信息（工作中拖一下即可隐藏掉），中间为知识树编

辑，右侧显示区域可以预览知识树的结点。三段之间可以自由拖动或者关闭某一

部分以便调整显示范围。

中间的 Refresh，add，edit，delete对应着知识树的刷新，添加结点，编辑结

点，删除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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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树的结点及相互关系，是重中之重，需要认真理解之后再开展工作。以

edit为例：

其中，name，cn_name 分别为中英文名字，在一个 Entity下属所有的叶子节

点，即 Prop类型的节点，所有的 name不能重复。

Type 分为四种类型：Entity，Dir，Prop，Classify。 其中，Entity，可以理解

为一个 table，里面包含很多个字段（Prop），dir是目录用来组织不同的 Prop 的

结构，Classify 是一个枚举分类体系，可以用作 Prop 字段的取值校验。

Description是描述，可以中英文混合描述，用来解释让人理解。

Expression：表达式，可以是一个其他 Prop 字段的计算表达式，类似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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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函数，编写方法遵循常规数学方法。

Value Type：包括四种，Str 字符串，Float 数字，Enum 枚举取值（分类校验

等），RELATION（关联到其他 Entity，例如样品关联到文献）。

Relate to： 取值为根目录下的 ENTITY，只有当 Value Type 取值为 RELATION

的时候才需要设置本字段。

Display Order：用来控制知识树上的显示顺序。

其余的 Add，delete 均相同。同时，在树节点上可以点击右键，也可以有相

同效果。

预览功能

选择 节点后点击 Preview，目前支持两种类型的预览：ENTITY和 CLASSIFY，

分别是 Excel和 xmind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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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Save Excel 之后，可以输出所有跟下的结点，所有的 Entity输出到 excel

中，所有的 CLASSIFY 结点输出到 xmind文件中。

(2)私有知识树

私有知识树和公共知识树功能类似，多了一个 Copy from ROOT功能，即从公

共知识树上更新到自己的私有知识树上。

该功能需要慎用，很容易丢失自己辛苦编辑的结果，最好是先构建好公共知

识树之后，再一次性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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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数据收发室（Excel）

数据收发室为整理和收集好的 Excel文件。

(1)数据文件上传

选择文件后，填写相关元数据，然后点击 start upload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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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数据文件/导入数据

数据文件可以是来自于收发室的 excel 文件，双击左侧的树即可激活该文件

进行处理，激活后就会读取该文件中的 sheet list，选择 Sheet，然后点击 reload，

即可读取 sheet中的数据，会动态加载在下面，数据除了二维表格之外，还有一

个统计结果。

切换到入库模块，首先选择对应的 ENTITY，然后点击 refresh 按钮，即可看

到自动匹配的结果：白色的为完全匹配（忽略大小写）,绿色的为完全不匹配，

红色的为匹配率在 80~90%，黄色的为>90%。 在第三列，点击即可出现一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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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列表，即可以选择 excel的列与知识树的字段的对应。

入库时可查重，用来过滤多个人同时工作时导致数据的重复，以保证数据库

中的数据的质量和唯一性。操作步骤如下：

1) 首先勾选用来查重的字段

2) 推荐以经纬度和原始样品号为基础，无经纬度数据请评估数据类型和库中与

待上传数据的情况，选择基本每条数据都会有的且有特异性的字段，尽量减

少漏筛和误报。

3) 注意查重不要选参考文献等字符串字段，写的有点不一样就查不出来。也不

要选 Contributor ID这种自己给编成不一样的字段。

4) 注意空值认为也是一种重复，故不要选空值多的字段。

关于重复数据处理选项

每录入一条数据，会以前面选择的字段与库中数据查重，如不重复则顺利录

入。

推荐第一次选择 Skip and Pick out to file，会将与一条或多条重复的数据列一

起返回 excel，可以检查编辑这个 excel处理重复后继续入库。

Merge and Return conflicts

如果有一条重复，则逐个字段去比对库中条目，如有冲突则两条都导出供检

查。如果无冲突，则用正入库的这条补充库中缺项。（实际操作因为不同人录入

的参考文献字符串字段很容易冲突，所以比较适用自己上传的数据条目后续有补

充的情况，其它请查看反馈文件人工合并操作后谨慎覆盖）

如果与库中多条重复，则不做合并操作，全部导出。

Delete and Use Mine 会把库中的一条或多条重复全部删除，用入库的这条替

换。请确保先 Pick 出所有重复，查看处理合并后再慎重进行此操作。字段的选

择对这个选项尤为重要，请在前述检查的基础上选择尽量多的一致字段保证不要

误伤。

最后点 Save to DB。等候片刻，左下角会有正在处理的条目，当条目较多（上

万）时，入库和返回结果需要较长时间，请耐心等待。

一定记得每次入库操作完成后都检查反回的结果文件，如果没有自动打开，

就去程序目录下的 import目录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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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浏览数据文件

提供了一个 Open Access 的 web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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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科研文献管理（PDF）

(1)提交文献

选择本地文件，会自动读取出 PDF 中的元数据信息，然后在左侧预览 PDF 文

件，修正校对元数据后，点击 submit即可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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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浏览文献

4.5.7. PDF数据抽取

(1)单个文件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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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 PDF可以从文献库中选取（双击即可），也可以选取本地文件（点击 local

File按钮）。

左下角为提取参数。

右侧为提取结果，中间为 pdf预览。

(2)批量抽取

批量提取需要设置好相关参数，然后点击 start batch process 即可开始批量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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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数据查看与分析

(1)公共数据

首先选择知识 ENTITY，然后点击 Fetch Data即可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2)私有数据

与公共数据操作基本相同，但数据的可视范围仅限自己。

公共数据与私有数据都支持查重功能，即针对查询结果的查重。方法为选择

右上方的查询结果（注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点击“duplicate checking”按钮

即可跳转到查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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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查重

可以针对 dataframe 查重（即在 public 和 private 的 data 中，选择查询到

的结果（通过下拉列表选择）直接跳转到查重界面），也可以加载 excel 文件进

行查重。中间为显示的所有可以用于查重的字段，右侧为查重操作：只查看所有

重复的数据、没有重复的数据、重复数据只保留第一条、输出为 excel 文件。

4.5.9. GeoChem 地化成图

GeoChem 功能为开源软件 Geopytool 中的地化成图功能的集成，在保留原来

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读取及列映射的功能以方便使用。地化成图的操作模

式做了统一，即在打开数据之后做了列映射功能，方便不同的数据列映射到

geopytool 中所需要的列上，从而可以绘制出图出来。

(1) TAS

成图功能支持打开 excel 文件，也可以支持从 public 和 private 数据中的

查询结果直接跳转（右键，功能待增加）。下面以打开本地 excel 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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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Local file 按钮选择 excel 文件后既可以打开，如果 excel 中包含多

个 sheet，则可以在下拉列表中切换 sheet。如果列名不在第一行，则可以调整

header index（从 0开始，逐步往后），当更改完 header index 之后，需要点

击 reload 按钮重新加载刷新数据，成功后即可在下方看到数据。点击 plot 即

可弹出列映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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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映射窗口在第一次弹出时显示如上图所示，上半部分为列的设置，下半部

分为列名映射情况。在上半部分中，默认设置了一些显示参数为 default 缺省值。

如果数据中已经设置好了值，则下半部分全部为白色。Use default 选项是设置

列的默认值，null process 有两种方式：drop only（丢弃该行数据）和 fill value

（填充一个值）。

设置好列之后，可以点击右侧的 do plotting 按钮绘图，也可以点击 save data

把数据另存为 Excel 文件（由于 use default会把所有值设置为一个，不满足很多

应用场景，所以需要另存为一个 excel文件人工修改然后再次绘图）。

点击 do plotting 之后，会隐藏列映射窗口并弹出一个新的绘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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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图窗口弹出以后，上面的工具菜单可以对图上数据进行设置调整和放大缩

小另存为等操作。具体功能同 geopytool一样不再赘述。

由于在绘图时已经执行了数据修正，所以第二次点击 do plot 的时候，列映

射数据已经全是匹配成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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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再次绘图或者保存数据。

(2) Trace

Trace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3) REE

REE的操作和 TAS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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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4) Pearce

Pearce的操作和 TAS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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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5) Harker

Harker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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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6) CIPW/QAPF

CIPW/QAPF 与其他成图功能不同，首先是根据数据进行了 CIPW 计算，然后

再对 QAPF 进行成图，两个操作在一起完成。

打开数据之后，点击成图，首先弹出的是计算结果窗口：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52

在下方有两个按钮，一个是保存计算结果，另外一个是 QAPF 成图。点击

QAPF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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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7) Saccani

Saccani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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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8) K2O-SiO2

K2O-SiO2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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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9) Raman Strength

Raman Strength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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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数据为示例数据，未找到合适数据，所以成图效果不好）

(10) Fluid Inclusion

Fluid Inclusion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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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11) Harker Classical

Harker Classical 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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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12) ZrYSrTi

ZrYSrTi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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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13) TiAlCaMgMnKNaSi

TiAlCaMgMnKNaSi的操作和 TAS 图一致，只是数据列和成图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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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处修改了 label数据，不是采用统一值填充的。

(14) Auto

Auto功能为针对一组数据自动化成图并生成 pdf文件，为前面操作的批量操

作。由于成图需要时间较长，需要耐心等待 pdf生成之后再打开。

以另存为 test.pdf为例，生成的文件列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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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除了 pdf之外，还包括 cipw的计算结果同步输出。

生成的 pdf文件中包括：

可根据需要对 pdf文件进行编辑。

4.5.10. Plot 成图

(1) Spatial空间分布

本功能是针对数据集进行空间分布的查看，即把数据的经纬度投射到地图上

查看其在空间的分布规律，要求数据必须存在经纬度数据（十进制，不支持度分

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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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作步骤与 geochem中的步骤一致。

(2) Density heatmap密度热度图

本功能待开发上线。。。

4.5.11. GIS 空间分析与数据处理

(1) PostGIS

本功能待开发上线。。。

(2) GeoPlot

本功能待开发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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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系统参数配置

(1) My Profile

本功能定位在登录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成果和个人信息，即登录用户与知

识库中的 Scientist科学家实现关联（通过邮箱），通过本功能补充个人信息、成

果等，同时可以修改密码等。（邮箱不可修改）。

设置完成后，本功能相当于科学家的个人网站（发布在知识库中）。

本功能待开发上线。。。

(2) Save layout保存窗口布局

保存当前的窗口布局，适应当前用户的使用习惯。本软件中很多窗口都可

以拖拽调整位置等，通过本功能可以记忆自己的习惯。

(3) Restore Layout恢复窗口布局

与保存布局相对应，用于恢复布局。

(4) Log日志

显示日志窗口，查看当前登陆后的所有操作日志。日志分为多个等级，根

据需要查看不同等级的日志内容。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64

(5) Check update检查更新

自动更新程序，即自动检测版本是否需要更新，如果需要更新则询问用户

是否更新，当选择更新时，会自动退出当前程序并启动更新程序从服务器上下载

新版本。如果不需要更新则告知是最新版本。

Btw，目前由于版本更新较为频繁，建议直接从官网下载后手动解压到新

目录中再运行。如果需要保存登录用户名密码等配置信息，可把旧版本中的 config

目录复制到新版本中。如遇不能正常启动，则清空目录重新解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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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bout 关于

待补充所引用的开源软件等信息，例如 geopytool，panda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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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it 退出

询问是否退出程序，点击 yes即退出。

4.6.下一版本规划功能

待讨论后决定，欢迎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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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岩浆岩机构知识库

岩浆岩机构知识库采用开源软件 DSpace 构建，具备 DSpace 的所有功能。

用于长期保存岩浆岩数据库的文献、数据、科研成果等。简要介绍岩浆岩知识库

的功能。

岩浆岩知识库访问方式：http://39.106.68.244:4000/

5.1.数据集划分

数据集可根据需要增加或者删除。目前已经使用的是 Excel Data Files 用

于数据收发室存储 excel 文件；Maps 用于发布大型地质图件；Papers 用于存储

文献；Scientist 用于存储科学家信息；Software 用于存储软件工具等（科研

工作平台的自动升级也在这里）。

备用扩展的数据集：Journal 拟用于科学期刊；JournalVolume 用于期刊的

卷；Orgination or Unit 用于单位（科学家隶属某一个单位或者组织）；Project

Program 科学项目/计划，例如 DDE、SinoProbe 等。

数据集之间可以自由进行关联，用于关联检索，例如，可检索某个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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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的科学家和单位，某个科学家所发表的文献和地质图件以及上传的 excel

数据等。该功能有利于统计成果。

5.2.Scientists科学家

点击 Edit 按钮，即可对有关元数据和数据进行编辑。

编辑功能属于高级功能，需了解元数据及关联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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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Paper文献

文献集合同步支持了科研工作平台软件中的上传文献功能。上传口在此处即

可看到并可全文检索。

5.4.Maps 图件

图件功能较为特殊的一点是支持了针对大型地质图件的在线访问（IIIF 方

式），同时支持元数据的标注。

5.5.Software 软件

本集合主要是工具软件的上传与共享，同时支持了科研工作平台软件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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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升级功能。

在这里可以找到各个版本的桌面软件。

5.6.用户注册

注册用户需要有一个合法可用的 email（需要能够收发邮件）。

访问：http://39.106.68.244:4000/register

输入需要注册的用户邮箱地址，然后点击 register按钮，即可转到自己的邮箱

中按照链接继续完成注册步骤：设置密码，输入个人姓名等信息。

5.7.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功能暂不对普通用户开放。管理员用户请查阅 DSpace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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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Q

6.1.网站和科研工作平台用户是否统一

A：目前科研工作平台和机构知识库的用户名密码是统一的，但和网站的不

统一，网站的用户名密码是单独的，后期将改为统一的。用户 id以 email 为准，

便于科学家之间沟通并不会造成打扰。

6.2.私人数据是否安全

A：目前科研工作平台中的私有知识树和私有数据，只有本人可以看到，密

码由本人持有（可通过 email重置或者找回密码），私人数据是安全的。当需要

share给所有人时，请上传至 public区域或者联系管理员进行共享。

6.3.数据如何导入导出

A：目前 Excel是导入导出的核心文件格式。通过科研工作平台可以导入导出

excel文件，通过 office/wps 等软件对 excel 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然后再导入到

系统中。

6.4.如何把数据发布到网站上

A：目前个人无法直接在网站上发布数据，请联系管理员进行发布。个人可

以在发布在机构知识库中。

6.5.如何在文献中引用我自己的数据集

A：发布在机构知识库中的数据文件拥有永久唯一 id，可以在文献中直接饮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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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如何在文献中引用岩浆岩数据库

A：请注明来自岩浆岩数据库@https://petrology.deep-time.org/。

6.7.如何联系管理员获取权限

A：请发送邮件至 petrology@126.com 或致电 010-883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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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工作组入库及查重流程（以样品为例）



DDE-OnePetrology 岩浆岩数据库

74

(by 张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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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样品知识树及数据填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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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张颖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