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可控的省级大规模时空数据平台构建

与产业化应用项目简介 

 

一、 项目背景 

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愈加动荡，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

和西方制裁的实施，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

新道路。国家、山东信息化规划也相继提出，要鼓励研发自

主知识产权的地理信息管理与应用软件，发展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测绘地理信息高端装备。在此背景下，省级空间地理

信息管理对国外软件的依赖度还较高。为解决该问题，2018

年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开展山东省省级新型基础地理信

息资源建设，确立了通过增强自主创新，构建从生产、管理、

入库、分发、发布的全链路的先进、安全、可控的新型基础

地理信息资源核心技术与产品体系，打造自主先进的省级信

息化测绘生产技术体系的建设目标。 

该项目从解决自主可控的省级数据全链路生态中的实

际难点问题出发，重点解决数据来源多库、数据流程中的非

国产化软件、各测绘业务的孤立结构、数字赋能效能太慢等

现实问题，提出并发明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最终形成

“大、细、全、快”的研究成果。 



二、创新点 

1、构建了陆海一体、陆湖一体、水上水下无缝衔接的

十三五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汇集覆盖全省陆域、大型水库

水下地形数据、近海及潮间带水下地形数据，开展多源数据

融合、多元产品加工制作，建立数据联动更新和维护机制，

形成山东省省级十三五新型地理信息资源中心。 

设计了山东省省级新型地理信息数据空间模型，统一空

间基准、地物分类分级，几何位置融合，实现了陆海一体、

陆湖一体、水上水下无缝衔接。发明了一种成果目录多元转

换方法，将形式化描述的规则存储到时空数据模型中形成深

度融合框架，实现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的联动更新体系。提出

了一种数据选取、清洗、比对、整合成套技术，实现了数据

一体化、集中化、时态化管理。形成了从数据建模、数据 ETL、

数据融合、实体关联、联动更新的全业务流程。设计了一种

差异化混合存储策略，满足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

据在多元化场景中的高并发、高吞吐、高容量等多样化存储

与访问。 

2、研发了涵盖测绘生产、质检、入库、管理、发布、

制图的细粒度全流程组件式构建，攻克了自主可控的时空数

据全生态系列关键技术，提升了数据和技术的安全性。 

该项目构建了从数据生产到质检入库及发布的全链路、



全流程的全自主化体系，实现细粒度全流程组件式构建方

法。提出了虚拟镶嵌技术，建立 CPU-GPU 的像素级协同处

理链，形成实时/近实时的影像流式计算模式。扩展了开源

数据基础技术，全面扩展对各类空间大数据的支持能力，实

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快速接入、融合、管理和发布。设计了多

级属性协同模式，构建公共、专有属性，采取从数字线划图

到地理空间要素再到地理实体数据的两阶段生产方式，真正

实现联动更新。 

3、首次利用自主化平台设计测绘业务建模、流程编排

的技术标准，在国内率先构建省级测绘业务完整闭环体系和

全链路自主化生态，实现业务流、数据流的耦合管理，推动

全国产化的省级全流程产业应用。 

该项目基于全自主体系构建业务集成管理平台，实现部

门、人员间协同作业。整合数据空间化、软件集成、图形化

任务分配等技术，实现业务的可视化监控，完成业务、工具、

数据之间集成调度。建立工作区模板技术，实现数据库与工

具软件之间的数据配送与交换和项目数据的集中管理与安

全操作。 

4、结合十三五新型基础测绘数据来源广、种类多的特

点，提出一种算数一体化建模方法，满足了 PB 级的快速数

据赋能新需求。 



该项目提出存储、计算无缝集成模式，将空间分析算子、

分布式扩展算子、流数据分析算子和定制化模型算子形成算

数一体化模型，保证快速高效的服务。提出多引擎联合调度

下的多场景联合应用框架，实现 G-Spatial RDS、G-Spatial TDS

和 G-Spatial DFS 的数据分析挖掘框架。设计了复杂数据分析

的流程化动态组合技术，通过“数据湖”实现集中管理和数

据治理形成了数据的智能化决策。 

三、应用和推广效益 

该系统已为200 多个单位和部门提供了2000 余次本研

究的相关技术和数据服务，并建立了长期持续的合作和应用

关系，在公安、海洋、气象、林业、水利、消防、地质、土

地、交通等各领域均有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避免了地理信息数据的重复投入，累计节约经费6亿

元以上，并且节约了大量的运维费用，更好地推进了山东省

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的落实。 

系统社会效益显著，更好地促进了地理信息社会化的应

用，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投资效益，在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帮

扶、四进攻坚行动、重点塌陷区治理、棚户区改造、重点区

域避险解困、森林防火、省各重大经济圈、黄三角蓝色经济

区、南水北调、济青高速改扩建等方面均取得极高的应用成

效。由于系统应用成效显著多个部门发来感谢信、多位领导



现场指导或作出批示。 

四、知识产权和评价 

系统获得专利8项，另2项在公示中。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获得软件著作权19项，推进地方标准3项。经全国科技成果评

价服务中心鉴定结论为项目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通过科技

查新国内未见与本项目查新内容相同报道，同时该项目被自

然资源部科技成果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