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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平顶山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项目 

一、工程立项背景 

根据平顶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智慧平顶山建设要求，以构建智慧

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为目标，立项开展智慧平顶山时空信息云平

台建设工作。经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推荐，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申请，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批准，同意智慧平顶山时空信息云

平台建设试点项目立项。 

二、资金来源 

智慧平顶山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国家试点项目总预算 3386.9 万

元，其中，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配套经费 300 万元，河南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配套经费 300 万元，其余 2786.9 万元建设经费由平

顶山市财政预算投入。 

三、建设概况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平顶山市域 10 座北斗卫星导航基准站；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建库、激光点云、三维全景、倾斜摄影三

维实景、地标建筑物 BIM 模型等时空大数据建设；时空信息云平

台建设；结合平顶山市业务需求，建立了自然资源综合服务、领

导会商决策三维“一张图”、自然资源数据抓取、土地储备信息、

城市地价三维会商、卫片执法图斑核查、精准扶贫等应用示范系

统。 

四、整体设计与关键技术 



1.整体设计 

项目采用“大数据+平台+应用”的整体架构。“大数据”即时空

大数据，分为汇聚区、处理区和管理区，统一对各类结构和非结

构化数据进行汇聚、存储、处理、融合，向用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平台”是时空信息云平台，以时空大数据为基础，按需提供数

据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服务和接口服务。“应用”，即建

设面向自然资源、精准扶贫、水务、水利、城管等领域的智慧应

用。 

2.关键技术 

（1）自动化数据采集与调度技术：为满足自然资源部门一次录

入，多节点系统数据同步更新共享，基于用户授权，采用最新网

络技术通过后台进行数据分析抓取，实现数据自动化采集与任务

调度管理，保障平台数据自动化更新。 

（2）分布式地图缓存并行处理技术：采用智能缓存切片技术，

实现地图切片分布式生成、管理发布，全面提升缓存切片的效率、

稳定性与可用性。 

（3）时空数据清洗转换技术：项目基于数据 ETL 引擎技术，实

现非结构化及非规范数据任务化清洗转换处理，提升平台专题数

据处理自动化程度。 

（4）多源三维融合服务引擎技术：以 Cesium 开源三维技术为支

持，实现对传统模型、倾斜摄影、街景、点云、全景等多源异构

三维数据服务兼容，提高 GIS 平台安全性和数据展示分析能力。 



（5）基于 Spark 的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项目基于 Spark 提供

空间大数据存储管理、分析挖掘、实时流处理和可视化能力，建

立平台时空大数据服务体系。 

（6）云端一体化服务引擎技术：平台采用云功能分区理念，结

合时空信息特性与业务应用需求，建立不同数据与功能服务云分

区，各云分区间相互独立，实现按需定制、用进废退。 

（7）基于 Docker 的弹性部署技术：将时空信息服务与 Docker

结合，实现容器级别弹性伸缩，集约计算资源。 

（8）数据库一体化：为简化用户查询检索过程，从数据库物理

存储、数据交换、管理权限等角度考虑，结合数据生产和管理职

能进行底层数据库架构设计，实现信息应用目录和数据服务内容

按需调整。 

五、实施管理 

针对项目建设实施和运维管理，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成立智慧平顶

山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领导小组，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平顶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局、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中心等多部门

协同配合，为平台建设提供保障。 

六、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质量控制严格按照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要求运

行，在数据生产过程及系统开发过程中，采用工序检查制度，对

每一个环节进行质量控制，成果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

完成了院检查、省质检站验收、省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预验收及



自然资源部组织专家验收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