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J-1 

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关联整合与业务化集成 

一、立项背景 

二次调查国家级数据库建设完成并实现年度更新后，实现了全国

影像和土地调查数据的集成管理，有力推动了土地调查数据在各行各

业的深入应用。随着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土地调查数据支撑

保障自然资源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新时代的数据服务，大数据撬动创

新的作用日渐明朗，多源时空信息关联整合的需求愈发迫切。因此，

原有二次调查国家级数据库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底板，亟待进一

步加强自然资源内容衔接与时空关联，全面提高空间大数据支撑、计

算以及服务能力。 

二、资金来源 

2001.3 万元，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 

三、建设概况 

工程以历年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核心，关联整合湿地、土壤、林

地等数十类国家级数据，形成了全覆盖、多专题、时空衔接的海量国

土空间大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扩充建成基于大数据框架的国家级土

地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全面强化了国家级自然资源基础数据集成管

理能力，显著提高了海量数据计算与服务效率。 

四、整体设计 

工程以时空大数据模型与专题数据模型为核心，以专题数据衔接

与业务应用为导向，以空间大数据运算与快速可视化为手段，从数据、



计算、服务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设计。数据方面，全面构建设计了关

系型/非关系型数据库、文件库相结合的大数据混合存储架构。空间

计算方面，重构了并行与分布式计算相结合的高性能国土空间大数据

计算框架。数据服务方面，搭建了基于动态服务发布与空间大数据可

视化的二三维一体展示与集成应用平台。工程将数据与系统紧密结合，

实现了自然资源数据衔接集成、时空数据挖掘快速高效，应用服务动

态灵活。 

五、技术方法 

1、设计实现多源数据并行建库更新、数据关系动态关联衔接和

海量数据一体化管理技术体系，实现土地调查数据及相关专题数据映

射匹配。 

2、构建时空大数据模型，建立以土地调查数据为核心的各类数

据对象的时空关系网，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国土空间数据集成管理。 

3、综合采用空间分布式内存计算技术与并行计算技术，嵌入高

性能计算调度管理机制，构建多尺度、多情景高性能计算平台，计算

效率大幅优化。 

4、研发海量数据动态渲染与服务发布技术，实现不同场景下各

类专题成果的高效渲染与可视化。 

六、实施过程  

1、需求调研。全面梳理自然资源相关数据，形成三十余类数据

清单；调研原国土资源部相关司局及事业单位二十余家，搜集需求近

百条，形成需求报告并开展论证。 



2、总体优化设计。基于建设需求，确定了数据混合存储为基础、

并行与分布式计算并存、二三维一体展示的总体设计思路，明确了技

术路线，形成总体设计方案。 

3、数据库与系统改造。基于总体设计方案开展存储架构改造，

搭建大数据计算环境以及功能研发与性能优化等工作，同步形成数据

工程方案。 

4、数据工程与检查。依据数据工程方案，研发系列工具，开展

相关数据成果的整合集成与加工处理，实现了全流程把控。 

5、系统测试与运行。数据库与管理系统改造完成且测试通过后，

在相关单位全面部署运行至今。 

七、工程质量与运行情况 

工程总体数据量超过 300TB，空间要素超过 41 亿，数据内容涉

及土地调查、湿地、林地等数十类，数据范围涵盖全国各级行政区划、

各类地理单元。系统功能共 420 个，其中新研功能 242个，优化功能

178 个。 

工程成果由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了全面测

试，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在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原国土资源

部信息中心及 13 个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进行了部署。工程全面应用于

三次调查、国土空间规划等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作用。

工程完成以来，面向国家部委、科研院所等共计 200余家单位提供规

模化数据服务 1033次，服务数据量达 379.75TB，服务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