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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西安时空大数据平台  

一、工程立项背景 

作为国家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与应用试点中首个副

省级城市，西安市于 2010 年完成“数字西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示范项目” 建设并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验收，荣获“数字

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 

框架平台在数字西安建设中发挥基础支撑作用，随着智慧城市建

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社会各界对时空大数据平台的数据资

源、平台服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迫切。 

2019 年，西安市委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在西安等重点城市

探索建设‘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 的精神，制定《西安建设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2019~2021 年）》，方案中

指出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构建全球数字“丝绸之路”。时空大

数据平台作为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基础设施，由西安市大数据资源

管理局牵头组织实施，实现全市基础空间信息资源汇聚、融合、

共享与应用，服务“智慧西安”建设全流程应用体系。 

二、资金来源 

政府财政拨款 

三、建设概况 

2017.3，时空云平台建设；2017.9，平台应用推广；2018.9，平



台功能升级和智慧应用建设；2019.7，系统试运行；2019.9，完

成验收。 

1.时空大数据库：以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基础，采集处理西安市

全市域 5000 平方公里 0.5 米分辨率、800 平方公里 0.2 米分辨

率影像数据、3100 平方公里 1：2000 基础地形数据，采集整合

地名地址、室内地图、精细模型、倾斜摄影等基础数据，汇聚处

理 23 个业务部门 568 类部门专题数据、互联网数据、物联网数

据，建成了智慧西安时空大数据库，服务范围延伸至西咸新区、

富阎新区等西安市周边新区，成为大西安发展、规划、建设的时

空大数据中心。 

2.时空大数据平台：平台以大数据融合分析、全市信息资源共享

为目的，建立智慧西安时空大数据平台(政务版)和地理信息公众

服务平台(公众版)、微信端天地图·西安，形成“一云多端”的

市县一体化平台。 

3.智慧应用：建立智慧西安时空大数据大屏系统、位置服务系统、

领导用图系统，支撑西安疫情防控指挥系统、“最多跑一次”政

务平台、民情大数据地图系统、12345 市民热线平台等 32 个智

慧应用，促进西安市整体信息资源的集约利用。 

4.标准规范体系：基于地理空间框架已有标准，从数据、运行和

管理等方面入手，梳理西安市政务资源目录、完善标准规范 6 个、

新增 3 个时空数据规范、1 个服务规范、完善运行管理办法和共

享机制，形成 14 个标准规范。 



四、技术路线 

采用时空大数据引擎技术、容器与多租户技术、移动 GIS 技术、

GeoETL 技术等，实现全市时空大数据清洗、转换、融合分析可

视化。提供灵活可定制的时空信息服务，实现信息资源汇集、管

理、共享与深入开发应用。提供区县云平台节点建设服务，带动

区县信息化发展、减小区县建设成本及维护压力，基于 GIS 智能

集群技术形成动态可伸缩、高并发和高可靠的平台。 

五、实施过程与质量管理 

按照项目里程碑分解工作关键环节，建立项目进度管理、质量检

查、数据保密管理等制度，严控质量。开展第三方测试，在功能、

效率、可靠性等方面均无异常。 

六、运行情况 

系统上线以来运行稳定，满足各部门实际需求，应用对接 22 个

市级单位、5 个区（县）级和开发新区单位、2 个街道级单位和

1 个社区智慧应用系统建设，2020 年初疫情防控期间，支撑西安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平台累计支撑西安市

城市管理、应急指挥、精准扶贫、电子政务等行业领域 32 个智

慧应用系统，形成市/区（县）/街道/社区 4 级应用的支撑模式，

逐步形成智慧西安品牌形象，成为西安乃至全国智慧城市建设标

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