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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质大数据服务平台（云南地质大数据麒麟区服务平台） 

建设 

一、立项背景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明确要以企业为主体，加大大数据关键技术

研发、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力度，促进大数据发展，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云南省地矿局提出了“大地质、大服务、大发展”的战略，以全

局 60 多年积累的海量地理、地质、勘察数据为基础，采用最新

的大数据和云技术，建设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云南地质大数据服务

平台，向全省各行业提供地质专业特色服务。以曲靖市麒麟区为

试点开展项目建设工作，为后续全省范围的业务推广提供示范效

应。 

二、资金来源 

云南地矿总公司（集团）全额投资 

三、建设概况 

（一）内容及成果 

1、标准规范 5 个：3 个标准，2 个规定。 

2、基础设施 4 个：屏蔽机房、计算和存储（30 台服务器）、地

矿专网、展示中心 

3、支撑平台 4 个：地质云平台、地质大数据平台、地理 GIS 平



台、地质 GIS 平台 

4、数据库成果 1 项：涵盖省域、多尺度、多年度的基础地理、

基础地质、“水工环”地质、专题数据共 4 个数据库 

5、数据系统 3 个：专业数据库管理系统、“水工环”外业数据

采集系统、“水工环”内业数据处理系统 

6、麒麟区示范应用系统 3 个：城市地质咨询服务系统、“一图

多规”管理系统、城市综合管理空间信息系统 

7、公众应用 1 个：地质信息公众门户 

8、综合集成平台 1 个：平台统一门户 

9、其他 3 部：宣传片、宣传册、全过程文档 

（二）技术路线 

1、建设符合三级等保要求的 IDC 机房，部署服务器等硬件和软

件，作为大数据平台的基础设施 

2、建设三网联通的网络基础和四区隔离的安全体系，为信息传

输提供通道和保障 

3、搭建以 OpenStack 和 Hadoop 生态体系混合共生为主的基础支

撑平台，统一管理计算和存储资源 

4、建设基于大数据分布式存储框架和计算框架的混合存储和计

算体系，满足大数据分析和计算的需要 

5、搭建混合云 GIS 平台，实现二三维空间地理、地质数据的管

理、分析、发布与共享，统一提供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分析计算服

务 



6、依托平台、存储与计算框架，按照 RESTfull 标准开发各类服

务接口，与下层的服务进行集成，统一提供资源服务 

7、使用云主机作为部署环境，在平台提供各类资源服务的基础

上，根据需求搭建各类应用系统，满足业务应用需求 

四、关键技术和创新方法 

1、空间数据的混合存储及同步技术 

采用集群方式部署可自动负载调整的 Oracle 数据库、HBase 列

式数据库、NAS 网络文件存储、MongoDB 文档数据库等 

2、基于私有云的多 GIS 平台混合支撑技术 

采用基于云计算的 GIS 服务器集群技术，并在云平台部署了两套

不同的 GIS 平台产品，实现地理、地质二三维数据的管理 

3、基于微服务的 GIS 支撑技术 

采用最新的云 GIS方式，基于微服务架构思想，以容器为部署载

体，实现自动化编排、运维管理 

4、“三网四区”安全体系方法 

接通了地矿专网、省级电子政务外网和互联网，并打造安全互联

的互联网区、前置交换区、云平台业务区和涉密区 

五、质量认定 

以中科院地理所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地质调查局、上

海、陕西、云南等省内外行业专家组成的验收组一致通过验收，

并认为项目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六、运行状况 



该工程于 2019 年 1 月开始试运行，部署了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信

息平台（2 个州市）、三调数据管理与共享应用服务平台（7 个

州市）、异龙湖流域保护数字监管平台、云南黄金集团数字化矿

山开发利用平台以及省自然资源厅重点项目保障平台等 10 余个

大中型应用系统，平台运行稳定高效。 

现已有专业注册用户 400 多位，一致反馈良好。并接待了省内外

的领导和专家考察 5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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