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地质信息协同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研究背景

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先行性、基础性工作，地质

数据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按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汇聚和管理

全国地质资料数据、提供社会化服务是国家赋予中国地质调查局的

职责。由于我国地质行业的条块管理模式，多元管理主体下的地质

信息服务长期存在数据孤岛、系统孤立、服务分散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了“全国地质信息协

同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目标是开发全国地质信息

协同服务系统，从技术上解决地质领域长期存在的服务孤岛和数据

孤岛问题，实现地质信息的协同服务。该项目自 2014 年起开始预研

究，2016 年实施研发，2017 年 11 月上线试运行，2019 年底正式上

线运行。期间获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 4

期项目（地质资料信息公共服务产品开发、地质调查数据集成与服

务系统建设、地质信息产品体系研发与社会化服务、地学信息产品

体系研发与社会化服务）支撑，累计投入经费超过 8000 万元。项目

核心研发团队 40 余人，80 余家单位加入服务节点推广建设，参与数

据整理和信息服务团队超过 300 人。

二、主要成果与创新点

研发的全国地质信息协同服务系统在不改变当前地质信息管理

模式及业务流程的前提下，围绕地质信息在线服务、在线申请和线

上线下协同服务两条主线，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各独立系统、单点

服务业务的在线化、协同化运行。服从现有数据分布采集、分布储

存、分布管理的基本现状，采取“核心+扩展+补充”的数据存储模

型，实现数据物理分布情况下，目录服务、检索服务、数据服务的



逻辑统一。具有高效全文推演检索引擎，采用微服务网关管理后台，

满足地质信息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适应多格式的专业地质数据内

容服务。以行业规范和统一的接口技术，构建地质信息全流程协同

化服务。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行业标准 1 项，获 5 项软件著作权，出

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能获

得所需的服务，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社会效益显著。主要创新点

体现在：

1.基于总线架构的多模式可扩展数据接入和共享技术。面向“互

联互通、协同服务”总体需求，对分散在异构服务系统中的服务资

源，设计提出了“部署分布式节点系统、接口交换、前置库交换、

数据推送、订制接入”5 种共享技术，有效解决了不同技术现状节点

的互联互通问题，满足多元管理主体、多元异构系统与数据、多节

点异地分布的“三多”系统的互联互通与协同服务。

2. 地质信息图文双向推演智能检索技术。针对地质信息图文检

索中地质语义、空间关系复杂，检索难以做到检准检全的问题，提

出地质信息图文双向推演智能检索技术。通过建立地质领域与地理

信息语义数据库，结合知识图谱推演，实现空间坐标与地理或地质

关键词的双向推理，构建检索条件在空间上和属性上的组合特征，

进行空间、属性的交叉检索。较好地适应了地质信息中地理位置隐

含、半结构化/非结构化存储以及自然语言描述等情况，在多种的检

索场景下，可提高检全率 20%以上。

3.基于微服务网关的分布式地质信息订单分发技术。针对地质信

息尤其是涉密地质信息服务中管理分布、审核要件多、逻辑复杂的

问题，提出基于微服务的分布式地质信息订单分发技术，实现了多

入口订单统一受理、中台智能分发、后台分布审核，形成了基于互

联网的地质信息协同订单服务工作模式，满足不同管理主体对数据

服务的业务流程和管理要求。



4. 形成了协同联动的服务模式，实现地质信息服务从分散孤立

到协同联动的转变。为实现跨部门跨行业地质信息在线管理和服务，

构建了数据统一接入、订单统一分配、用户互信互认、节点分布授

权的协同服务系列模式，实现了地质信息服务由“单点服务”向“协

同一站式”服务的转变，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分级联动、快速反应、

立体覆盖、协调推进、责任清晰的地质信息服务格局。

该系统实现了地质信息多元管理主体、多元异构系统与数据、多

节点异地分布的“三多”系统的互联互通与跨部门跨行业地质信息

一体化协同服务，改变了地质信息传统线下单点服务为“以线上联

合服务为主，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技术思路新颖，在国内

外地质行业领域属首次实现，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推广应用情况与意义

该系统作为行业业务系统已全面上线运行服务，到2020年12月，

已接入包括中国地质调查直属单位、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地勘单位、企事业单位、行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服务节点 81

个。提供超过 1000 万次的专业时空地质信息在线服务，提供数据下

载超过 220TB。为粤港澳大湾区、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科考、

川藏铁路、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地质数据服务超 3 万

件，保障了一批重点项目推进。建立了“以线上联合服务为主，线

上线下一体化”的地质信息服务模式，全面提升了全国地质信息服

务能力、效率和水平，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有力推进了我国地质行

业科技进步和信息开放共享，很好履行了国家赋予的提供便捷、精

准的公益性地质信息服务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