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项目名称：全球海量空间信息更新关联与主动服务系统

关键技术及应用 

二、提名单位及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 

提名意见： 

突破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条件下，地理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和服务关键技术，

研发全球海量空间信息服务平台, 为国家全球战略决策、行动部署、社会生活提

供空间信息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面向全球海量空间信息获取和服务关键技术问题，经 10 年攻关，突

破了互联网泛在地理信息生成与关联更新、全球海量多源异构空间数据组织、地

理空间大数据专业化融合等关键技术，构建了地理大数据互联网公众服务平台中

国搜索、全球地理与地图信息服务系统、南海及其邻域空间情势综合分析与决策

模拟系统、全球流感时空传播模拟与预警系统、国家自然资源数据库服务系统等

专业化应用平台。 

成果在国、政、军、警、民、众等方面规模化应用，特别是在国防基础信息

建设、国家海外行动、南海政策制定、一带一路愿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

直接支撑了中办、国办、军委、外交、发改委、国土、公安、边防等部门的相关

决策和部署。 

项目在国际重要地理信息和空间数据挖掘方面，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系列

论文，获得了系列发明专利，被采纳国家咨询报告十余份，部分成果分别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十余个。 

综上，该项目成果，在技术上推动了我国地理空间大数据关联与更新技术的

发展，在应用上提升了我国全球海量空间信息运用能力和服务能力。我单位认真

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

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  等奖。  

三、项目简介 

新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周边安全格

局也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掌握实时、动态的全球空间信息及其主题信息，实

现定量化分析和多场景模拟决策是我国应对全球变化事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

战略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对人类工作和生活的渗透，已经

成为记录地理空间状态、事件和过程的重要途径，由此，互联网蕴含了海量空间

信息资源，即泛在地理信息，至此，互联网泛在地理信息已经成为全新的空间信

息战略资源。然而，互联网搜索引擎只能提供文本搜索，不能搜索并生成地理空

间信息，与此同时，传统地理信息技术主要处理结构化信息，缺少处理和融合非

结构化的地理空间信息能力。为了抢占国际领先，本团队自2005年起围绕全球空

间信息搜索、集成、分析、应用与更新等技术问题，注重多学科的交叉，攻克泛



在空间信息搜索与解析、匹配与关联、重构与挖掘、自适应融合与可视化等关键

技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搜索与公众服务平台，完成对国家全球战略

和重大需求的服务与保障任务。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点包括： 

1、研发了互联网地理空间信息搜索引擎，实现了互联网泛在地理空间信息

搜索、生成与空间关联。面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泛在地理信息非结构化、语义复

杂、外延模糊等难点，突破了语义体系构建、关联解析、时空适配等大数据关联

更新关键技术，实现了泛在空间信息搜索与解析、匹配与关联、重构与挖掘，填

补了互联网泛在空间信息搜索生成的技术空白，为大数据时代下的地理信息更新

关联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法。 

2、研发了地理空间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和互联网业务运行平台，实现了互

联网空间大数据、卫星遥感大数据和地理空间信息融合管理与信息服务。面向时

空尺度、基准和语义不一致问题，突破多源异构特征自适应融合模型、非结构化

数据一体化聚合模型、大规模巨量用户自适应响应模型等地理空间大数据管理服

务关键技术，构建了互联网地理空间大数据管理平台GeoBean2.0和互联网业务化

运行平台——国搜系统，为国家新闻部门掌握舆情提供了坚实的互联网技术平台。 

3、构建了国家级专业化应用的全球海量空间信息关联更新与主动服务系统

平台。针对传统地理信息业务平台基于结构化地理空间数据，难以融合地理空间

大数据的技术难题，突破了业务专业专题数据与地理空间大数据的融合模型、地

理专题精准映射模型和地理空间大数据专业分析模型等专业化大数据关联关键

技术，在国家、政府、国防、外交、公安等体系，构建了5个规模化应用系统，

并生成相应专题全球信息产品，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为外

交部、发改委、公安、边防等部门行动部署，为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海外基地建

设、南海岛礁建设、东海维权、国家边防安全等提供了及时、可靠、必须的空间

信息支持。 

综上，项目构建了空间信息搜索引擎，研发了地理空间大数据综合管理分析

平台和互联网业务平台，成功构建了规模化专业系统，成功示范应用于南海岛礁

建设、国家疾病防控、国家电子政务、公安边防等众多领域，成果在同类研究中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项目研究成果为中办、国办、军委、发改委、国土、海洋、

测绘等部门及上千个单位提供了地理信息服务，形成了系列国家咨询报告，为外

交和重大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项目发表论文 317 篇，其中

SCI/EI 论文 106 篇，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102 项，计算机软件版权 113 项，国家咨

询报告 10 份，部分成果已获得测绘科技进步特等奖。 

四、客观评价 

1、成果鉴定结论 

2018 年 9 月 21 日，评价咨询专家组长对该项目成果进行了评价，评价结论

指出：“项目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一套面向互联网大数据的全球空间信息关联与更

新的技术体系，在互联网空间信息探测、互联网泛在信息空间关联、互联网在线

制图和海量空间信息网络服务等方面获得显著的创新性成果，GB 级空间关联速



度提高了十倍”；“项目在海量全球空间信息并发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

特别是在云计算空间数据存储、空间实体管理与映射技术、大型搜索引擎与空间

信息技术无缝融合等方面具有显著创新性，获取热点事件的获取生成时间达到了

秒级”；“项目成果已在南海岛屿建设、一带一路政策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和国家疾控应用中提供了十分重要必须的空间信息支撑”；“项目成果在互

联网大数据关联更新的同类研究中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2、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1）2018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国产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区域应用关

键技术及示范”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2017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面向城市管理的城市 GIS 关键技术”获

得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一等奖。 

（3）2016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出行地图+’动态服务计算关键技术

及应用”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4）2016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复杂地理计算数据转换与可视化并行技

术”获得江苏省教育科技研究成果一等奖（科技进步奖）。 

（5）2015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摄影测量网格处理关

键技术与应用”获得测绘科技进步特等奖。 

（6）2015 年该项目部分技术成果“城市交通诱导与导航出行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服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3、业务应用部门评价 

南海岛礁建设部门评价认为该系统持续生成了系列岛礁高精度卫星遥感动

态监测产品，为南海岛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科学数据支持。 

总后勤部建筑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吉布提规划中，评价认为该系统综合数

据管理平台自主生成吉布提空间信息，在吉布提选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泛在空间大数据和多数据中心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数据

耦合”、“多源数据融合和深度挖掘”、“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信息时空大

数据共享服务系统”等技术，制作了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布局、

交通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系列综合产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和京津冀空间规划等编制和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 

公安部边防管理局评价认为该成果：“解决了全国公安边防地理信息的共享

与互操作问题，为 33 个全国或区域性应用系统提供了数据与软件服务，支撑了

全部队主要业务系统的地理信息应用”，“已经在部局、总队级别单位部署，在

全国五级单位使用，在公安边防部队的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公安局对该系统评价认为：“提供了定位、音频、视频等丰富的实时、

动态信息接入、无缝融合和大规模三维地理信息技术，为安保指挥提供了现场般

的实景三维可视化参考，支撑了安保指挥的警力部署、方预案制定等工作。该项

技术成果全面提高天津公安机关大型活动和重要警卫任务的安保工作水平。”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采用了项目成果中的多源数据集成、融合以

http://www.baidu.com/link?url=QLjhnDDNpyQ9WzlinfK8A2t_mZZf6jlAmoPzHbFQk6EOodghYfyDwWTOUtUaQ9ItISHmFt7HLGcCOFKzhSogXFds-A7EQiNgkyo0cwt9BC2sCLepr4vSgJdDAWzCDBK-OSOijMpj6xcAawzWq_fmQFplMqRdJQGF_ym0H3STnGolayQEY3QqkW5numbODMs8PJR2M2NDY1DpMeYQyUyOzy_654AlxtccWpxVoAPiA0OAlv1zNC93Ci92KZLNbdZO


及在线信息服务多项关键技术，完成了数字广州数据库的构建及公众服务平台的

搭建。评价认为：“在数据整合过程中极大提高数据集成、融合的效率，避免重

复建设，节约了资源；在信息服务方面，通过提供一系列信息和知识可视化模型，

极大提升了数字广州数据服务的能力，大大加快我市数据城市数据库建设和服务

步伐，推动现代测绘科技进步。” 

河南省信息中心对该系统评价认为：“丰富了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服务资源，

增加了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服务的多样性，提高了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运

行效果。” 

湖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评价认为：“该成果的推广应用，极大提升了我中

心在土地利用数据综合缩编过程中的工作效率，其建库和出图成果符合国家多尺

度土地利用数据库及一张图工程建库规范与技术标准。该成果的推广应用具有较

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五、应用情况 

1、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是我国首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泛在空间信息自动关联的海量空

间信息管理平台，已经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海洋、测绘等部门及其上

千个单位提供了地理信息服务；成功应用于国防空间信息基础建设、海外基地建

设、南海岛礁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国家边防安全、国家

疾病防控等国家重大需求中。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国家发展改

革委 

国家自然资源和

地理空间信息时

空大数据共享服

务系统技术 

制作了京津冀区

域社会经济、资

源环境、空间布

局、交通一体化

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产业发展

等系列综合产品 

2014年-2018年 王丽丽 

2 
公安部边防

局 

全球多模态时空

数据模型、智能

语义关联和分布

式空间信息云联

网服务技术 

公安边防部队综

合指挥平台，服

务全国公安部队

的全国性大型综

合指挥平台 

2013 年— 2018

年 

董磊 

 

3 
天津市公安

局 

多源时空数据集

成与语义关联、

空间信息云服

务、时空信息挖

掘与主动服务 

天津警用地理信

息平台，服务天

津全市警用业务

的基础地理信息

应用平台 

2015 年— 2018

年 
樊丹丹 



4 

总后勤部建

筑工程规划

设计研究院 

综合数据管理平

台技术 
吉布提选址规划 2014年至今 谢思桃 

5 

中国人民解

放军 91800

部队 

南海岛礁遥感产

品集 

岛礁工程建设进

度管控 
2014年至今 罗盛 

6 国务院 方案建议报告 决策支撑 2012年至今  

7 外交部 
南沙岛礁地理性

质报告 
决策支撑 

2015年至今  

8 61646部队 

面向应用的超大

规模空间数据管

理技术 

遥感卫星地面应

用系统设计与研

制建设，提高了

多类载荷卫星数

据管理和服务效

率 

2014年至今 张一鸣 

9 
航天系统部

参谋部 

空间数据三维网

络可视化技术 

卫星应用系统论

证设计、基于地

理信息系统的平

台研制 

2014年至今 巩大亮 

10 
湖北省测绘

成果档案馆 

空间数据尺度变

换技术 

土地利用专题数

据综合缩编及一

张图工程建设 

2014 年 5 月

-2018年 10月 
段志强 

11 

广州市城市

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 

地理大数据自适

应集成与可视化

技术 

广州市数字城市

基础地理信息建

库与公众服务平

台 

2014 年 1 月

-2018年 6月 
陈飞 

12 
河南省信息

中心 

基于统一时空的

自然资源和基础

地理框架服务 

支撑了河南省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

运行 

2014年-2018年 刘雷 

13 

青海省生态

环境遥感监

测中心 

互联网信息挖掘

技术 

三江源有关生态

环境相关的网络

舆情监控，如突

发污染事件、偷

盗、采矿等环境

事件监控 

2014年至今 李飞 

14 

内蒙古自治

区草原勘察

规划院 

互联网信息挖掘

技术 

内蒙古草原相关

的网络舆情监

控，如突发污染

事件、草原灾害

等环境事件监控 

2014年至今 金花 

15 
江苏省测绘

工程院 

复杂地理计算数

据转换与可视化

并行技术 

天地图、地理国

情监测、数字城

市等项目中 

2013年至今  

http://www.baidu.com/link?url=QLjhnDDNpyQ9WzlinfK8A2t_mZZf6jlAmoPzHbFQk6EOodghYfyDwWTOUtUaQ9ItISHmFt7HLGcCOFKzhSogXFds-A7EQiNgkyo0cwt9BC2sCLepr4vSgJdDAWzCDBK-OSOijMpj6xcAawzWq_fmQFplMqRdJQGF_ym0H3STnGolayQEY3QqkW5numbODMs8PJR2M2NDY1DpMeYQyUyOzy_654AlxtccWpxVoAPiA0OAlv1zNC93Ci92KZLNbdZO
http://www.baidu.com/link?url=QLjhnDDNpyQ9WzlinfK8A2t_mZZf6jlAmoPzHbFQk6EOodghYfyDwWTOUtUaQ9ItISHmFt7HLGcCOFKzhSogXFds-A7EQiNgkyo0cwt9BC2sCLepr4vSgJdDAWzCDBK-OSOijMpj6xcAawzWq_fmQFplMqRdJQGF_ym0H3STnGolayQEY3QqkW5numbODMs8PJR2M2NDY1DpMeYQyUyOzy_654AlxtccWpxVoAPiA0OAlv1zNC93Ci92KZLNbdZO
http://www.baidu.com/link?url=QLjhnDDNpyQ9WzlinfK8A2t_mZZf6jlAmoPzHbFQk6EOodghYfyDwWTOUtUaQ9ItISHmFt7HLGcCOFKzhSogXFds-A7EQiNgkyo0cwt9BC2sCLepr4vSgJdDAWzCDBK-OSOijMpj6xcAawzWq_fmQFplMqRdJQGF_ym0H3STnGolayQEY3QqkW5numbODMs8PJR2M2NDY1DpMeYQyUyOzy_654AlxtccWpxVoAPiA0OAlv1zNC93Ci92KZLNbdZO


 

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国家方面，本项目技术成果互联网空间信息搜索引擎技术极大增强了我国

独立获取与处理泛在空间信息的能力，获取了我国以及周边地区和全球的海量空

间信息，构建的专业化应用系统，为我国海外基地建设、南海岛礁建设、一带一

路规划、国家边防安全、国家疾病防控等重大需求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技术服务，

在国家安全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政用方面，在系统平台支撑下，编制了《“一带一路”高分遥感信息支撑

图集》、《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分遥感影像图集》、《中国区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图件》等系列图集，为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区域发展、重大自然灾害的防治与灾

情评估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信息服务支撑。 

在军用方面，持续生成了系列南海、东海及相应岛礁高精度卫星遥感动态监

测产品及其解译产品，为南海、东海的整体管控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提出岛礁

建设和基地选址方案，被采纳应用。 

在警用方面，公安边防综合指挥平台已在全国上千个各级单位投入使用，支

撑了数据集成、移动目标监控、音视频综合应用、专题分析、态势推演等部队指

挥功能，满足了部队可视化、扁平化指挥作战的需求，提升了各级部队情报获取、

态势掌握、应急处突的指挥作战能力。。 

在民用方面，项目构建的互联网地理空间大数据管理平台 GeoBean2.0 和互

联网业务化运行平台——国搜系统，为国家新闻部门掌握舆情提供了坚实的互联

网技术服务，为公众提供了热点事件信息服务。 

六、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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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苏奋振 排名 1 

行政职务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项目顶层设计，制订项目技术路线、系统集成与成果服务方案，

完成南海综合数据库总体架构，建立南海岛礁战略地位、航道安全等评价模型，组织研发南

海区域空间情势综合分析与决策模拟系统。研究工作量占 80%，对创新点 1、2、3做出创新

性贡献。获 2项专利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 5项，出版专著 2部，撰写南沙岛礁基地建设、

油气平台监测等咨询报告 6份。 

 

姓名 周志鑫 排名 2 

行政职务 校长 技术职称 教授/院士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完成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加项目总体设计，牵头全球海量空间数据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

关键技术攻关，提出面向应用的超大规模空间数据管理技术框架，发明了一种面向地物目标

的空间曲线模型建立方法，负责完成系统研制和基于我国自主卫星的覆盖亚洲 6米分辨率遥

感图像数据的生产。研究工作量占 50%，对创新点 3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李满春 排名 3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南京大学 

完成单位 南京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加项目总体设计，负责南海综合数据库构建，建立了长时序南

海遥感数据库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完成了复杂地理计算数据转换系统与地理信息可视化

引擎设计。研究工作量占80%，对创新点1、2做出贡献，获4项专利授权。 

 

姓名 裴韬 排名 4 

行政职务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制定泛在网络信息结构化与知识发现的研究思路，研发了文

本数据结构化等关键技术，主持开发了面向网络泛在信息的空间搜索平台。研究工作量占

80%，对创新点 1做出创新性贡献。发表 SCI与国内核心刊物 8篇，登记软件著作权 2项，

出版专著 1部。 

 

姓名 李浩川 排名 5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高工 

工作单位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 

完成单位 国家信息中心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制订面向电子政务服务的多源数据、服务、应用集成方案，建立

了多源异构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数据库，完成了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人口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工作量占 80%，对创新点 2、3做出创新性贡献。获 4项专利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 4项，

出版专著 1部，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分遥感影像图集、中国区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图集、 

“一带一路”高分遥感支撑图集、全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综合分析图集等 3份。 

 

姓名 任应超 排名 6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制订全球海量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主动服务平台总体技术路线，

主持平台研发和系统集成，研发了全球海量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主动服务平台及相关应用系

统。研究工作量占 75%，对创新点 2、3做出创新性贡献，获得授权专利 1项，登记软件著

作权项 6项。 

 

姓名 陆锋 排名 7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解决了互联网文本蕴含地理实体识别、实体关系抽取、事件信息

抽取、认知区域界定、信息甄别融合等关键技术问题，开发了智能搜索引擎，实现了 LBS

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内容扩展，建立了多尺度全球海洋运输系统的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工作量

占 75%，对创新点 1、3做出创新性贡献，获 3项专利授权 

 

姓名 徐冰 排名 8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建立了全球变化环境流感综合地理信息数据库；研发了流感时空

网络传播的群体动力学模型和多智能体动态网络流感时空传播模型，构建全球变化环境下流

感时空传播模拟与预警系统。研究工作量占 70%，对创新点 3 做出创新性贡献。登记软件著

作权 1 项。 

 

姓名 李精忠 排名 9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武汉大学 

完成单位 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项目中大规模复杂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及自适应制图关键技

术攻关，研发了集空间、语义和时间维度于一体的 6面转换模型，实现了泛在空间信息自适

应集成融合；突破了基于 CPU/GPU 混合架构突破数据密集和计算密集的并行可视化技术难

题，实现大规模复杂空间数据的实时在线可视化；构建了基于自适应技术，建立标准化、规

范化、自动化的可视化分析模版库，实现空间数据的自适应可视化分析与制图表达。研究工

作量占 80%，对创新点 2做出创新性贡献。获 2项专利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 5项。 

 

姓名 杨治安 排名 10 

行政职务 技术总监 技术职称 高工 

工作单位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完成系统总体技术集成，实现搜索技术与地理信息技术的融合，

并部署完成商业化, 研究工作量占 70%，对创新点 2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艾廷华 排名 11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武汉大学 

完成单位 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突破面向对象的异构时空数据表达和智能语义关联技术，构建多

源异构时空数据一体化组织关联模型，支撑了跨尺度、跨专题、多来源时空数据管理、综合

分析和关联更新。研究工作量占 60%，对创新点 2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李津平 排名 12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与制订全球海量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主动服务平台技术路线与

成果应用方案，完成平台技术架构和公安军警、智慧城市应用技术架构。研究工作量占 70%，

对创新点 2、3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罗斌 排名 13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与了互联网泛在空间信息集成融合关键技术攻关，设计研发了

全球地图服务系统，相关应用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工作量占 60%，对创新点

3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郝继刚 排名 14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高工 

工作单位 北京市遥感信息研究所 

完成单位 北京市遥感信息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与完成全球海量空间数据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关键技术攻关，

突破动态海量多源空间数据的高效管理存储技术，提出基于视觉的图像分级压缩方法和压缩

码流“增量”传输方法，完成覆盖亚洲 30米分辨率 DEM数据等数据的生产。研究工作量占

70%，对创新点 3做出创新性贡献。 

 

姓名 吴文周 排名 15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参与南海综合数据库构建，参与南海综合数据库管理系统、南海

区域空间情势综合分析与决策模拟系统研发。研究工作量占 60%，对创新点 3做出创新性贡

献。获 1项专利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 2项。 

 

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排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制定了项目的数据、算法模型、软件的集成方案。 

（2）突破传统互联网信息搜索引擎以网页列表的形式将搜索结果展示给用户的不足，研发了

地图化专题搜索系统，实现了从海量网页中提取专题事件信息和专题事件的地图动态可视化，从本

质上改变了传统互联网信息搜索引擎的检索和表达方式。 

（3）建立了南海岛礁战略地位、航道安全等评价模型，组织研发南海区域空间情势综合分析

与决策模拟系统。 

（4）研发了面向国家全球行动的全球地理与地图信息服务系统。 

（5）出版了《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海岸带遥感评估》专著。 

（6）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项。 

（7）登记 7项软件著作权。 

（8）完成了提升我国南沙空间管控能力、完善南沙群岛重点岛礁建设等方面的 6份咨询报告。 

（9）研究成果应用于南海岛礁建设、基地选址、中非油气平台合作开发、外交斗争等方面，

直接支撑了中办、国办、军委、等部门的相关决策和部署，做出了重要技术和信息贡献。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排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制定了全球海量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主动服务平台技术路线、数据模型和接口规范。 

（2）突破了全球多模态时空数据模型和语义关联技术，解决了传统多模态时空信息直接缺乏

内在关联，解决了全球空间信息一体化组织和传统空间信息系统难以支撑的“纵向跨尺度、横向跨

专题”的空间大数据综合集成分析和关联更新的问题。 

（3）突破了传统空间信息系统与互联网搜索引擎无缝融合问题，实现了互联网实时动态信息

的接入和内容挖掘，解决了面向主题事件的空间信息主动获取与推送服务问题，改变了传统空间信

息系统被动式服务模式。 

（4）突破了空间信息云服务和分布式联网协同服务技术，解决了全球和大区域级空间信息平

台建设和服务问题。 

（5）研制了全球海量空间信息集成分析与主动服务平台，集成了全球多分辨率、多专题空间

数据，形成了全球空间信息服务和支撑大规模空间信息应用系统的能力。 

（6）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项。 

（7）登记 7项软件著作权。 

（8）研究成果应用于公安边防综合指挥平台、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解决了全国公安边

防地理信息分布式共享与互操作，支撑了边境管理、出入境检查、突发事件处置指挥调度等部队主

要业务系统的地理信息应用，在公安领域为第十三届全运会和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安保提供

了支撑，全面提高天津等地公安机关大型活动和重要警卫任务的安保工作水平。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参加面向应用的超大规模空间数据管理技术框架； 

（2）发明了一种面向地物目标的空间曲线模型建立方法； 

（3）推广项目成果在超大幅宽卫星地面运控应用系统、空间智能一体化信息系统等重大项目

应用。 

 

单位名称 国家信息中心 排名 4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 制定了项目的数据、算法模型、软件的集成方案。 

(2)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突破泛在空间

大数据和多数据中心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数据基于位置、区域、格网等的空间耦合、多源数据融合

和深度挖掘、基于云模式的共享服务等技术难题，重构了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平

台，实现了社会、经济、人口、基础设施等活动信息的快速获取、空间融合和综合评估。 

（3）开发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区域规划、产业发展等地理信息

综合产品，构建了我国新一代面向部门、公众的国家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信息时空大数据共享服

务系统，实现了国家级和区域级数据共享服务的新体系，解决了多数据中心同步更新与并发访问

等多源异构数据管理难题。 

（4）编制了《“一带一路”高分遥感信息支撑图集》、《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分遥感影像图集》、

《中国区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图件》等系列图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撑。 

（5）出版了《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整合共享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专著 

（6）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项。 

（7）登记 4项软件著作权。 

（8）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国

家区域发展、重大自然灾害的防治与灾情评估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信息支

撑。 

 

单位名称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5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国家搜索引擎（中国搜索）的技术平台实现对互联网空间信息的全

息、高效、精准获取； 

（2）实现空间信息实体化管理、时空语义关联和服务主动推送； 

（3）构建了“全球空间信息公众服务技术平台”，通过互联网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4）实现了项目成果在中国搜索“国搜口碑”等板块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 武汉大学 排名 6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制定了面向大规模复杂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及自适应制图算法模型及符号规则。 

（2）突破面向可视化表达与分析的泛在空间信息自适应集成建模技术，实现泛在空间信息的

集成与建模；破泛在网络环境下空间数据多源异构整合和多尺度变换技术，实现多源数据的自适应

融合与派生。 

（3）面向个性化用户制图需求，针对不同的用户类型和不同需求的智能地图显示模式，将用

户模型与地图内容、关注点、方位、比例尺、地图主题、符号、版式、显示风格、显示方式等进

行规则关联，建立标准化、规范化、自动化的地图模版库，实现空间数据的自适应制图表达。 

（4）基于 CPU/GPU 混合架构突破数据密集和计算密集的并行可视化技术难题，实现大规模复

杂空间数据的实时在线可视化。 

（5）关键性技术成果应用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基础测绘地理信息公众服务平

台建设、四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的应急制图快速生产、湖北省测绘成果档案馆的土地利用

专题地图生产等生产实践，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6）出版了《广义 DEM与地貌水系一体化综合》专著。 

（7）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8项。 

（8）登记 5项软件著作权。 

（9）建立了地理空间大数据集成融合、可视化分析和自适应制图创新研究团队。 

 

单位名称 南京大学 排名 7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建立了集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的长时序南海遥感监测数据库； 

（2）构建了包含陆面交通线、航道轨迹、重要目标点等在内的南海及其周边综合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库； 

（3）突破了复杂地理数据快速转换并行关键技术，设计了面向海量地理空间数据的地图投影

变换、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并行算法，大幅提高了多源异构地理大数据无缝集成的效率； 

（4）对海量复杂地理数据地图投影变换与坐标转换、地理数据格式转换并行算法进行封装、

集成，构建了海量地理数据转换工具集； 

（5）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项。 

 

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排名 8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流感地理信息与生物信息数据的标准化规则； 

（2）建立了全球变化环境流感综合地理信息数据库； 

（3）研发了流感时空网络传播的群体动力学模型和多智能体动态网络流感时空传播模型； 

（4）构建全球变化环境下流感时空传播模拟与预警系统。 

（5）登记 1项软件著作权。 

 

单位名称 北京市遥感信息研究所 排名 9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提出基于聚合请求的海量地理数据并行读写与处理方法,提高了空间栅格数据并行处理效

率。 

（2）提出基于视觉的图像分级压缩方法和压缩码流“增量”传输方法，突破面向渐进传输的

空间数据高效分级压缩技术。 

（3）突破了空间数据三维网络可视化技术，实现基于时间序列的多源空间数据可视化浏览。 

（4）完成了全球海量空间数据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的设计与研制。 

（5）生产了覆盖亚洲的 6 米分辨率遥感图像和 30 米分辨率 DEM 数据、全球 30 米分辨率遥感

图像和 1:100万比例尺矢量数据，以及重点区域 1:25 万比例尺矢量数据。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

地球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国家信息中心、中国

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市遥感信息

研究所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在 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重大项

目“全球海量空间信息更新关联与主动服务系统”中组成了项目组，联合攻关，

紧密合作，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