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云 3.0”——国家地球科学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简介

封面图片：山东省招远市水旺庄超大型金矿区勘探施工现场（山东省地勘局第六地质大队 宋明春 供稿）

“十三五”时期，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智

慧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将信息化工作纳入地质调查

“三大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内容，作为新时代地质调查转

型升级的两大引擎之一，按照地质云、大数据、智能化

“三位一体”总体布局，部署建设了“国家地质大数据共

享服务平台――地质云”。

“地质云”是集计资源、数据资源、应用系统为一体

的综合性地质信息服务平台，是中国地质调查局践行大数

据战略、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2017年上线“地质云

1.0”，实现了18家局属单位互联互通，2018年上线了“地

质云2.0”， 实现了29家直属单位全覆盖，重要应用上云。

202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建成并上线“地质云3.0”，主要取

得以下五个方面主要成果：

一是构建了地球科学“一张图”大数据体系，为数字

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数据驱动地球科学研究范

式构建。基本建成多专业、多要素、多尺度的地球科学

“一张图”大数据体系，包含98个核心数据库，数据范围

涉及地上与地下、陆地与海洋、国内与境外，数据量达7个

PB。实现全国地球化学调查点、地质钻孔、灾害隐患点等

重要原始数据与国产遥感卫星、地下水监测点等动态监测

数据实时上云共享，提供地质调查原始点位数据和要素数

据可计算数据服务，新增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数据，

数据动态获取与辅助决策能力全面增强，推动了地球科学

数据的融合与分析，地球科学数据服务范围和成效显著

提升。

二是初步建成地质调查“在线化”工作体系，实现地

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再造，工作效能显著提升。上线了

“云+端”在线调查系统，提供了野外数据采集、处理分

析、质量控制、共享服务等功能，实时获取云端知识与智

能辅助，调查数据动态上传云端在线处理与协同共享，使

外业数据采集效率提高1倍以上，实现了地质调查项目在线

化调查模式全覆盖。

三是在智能调查、智慧编图、智能搜索、智能识别、

智能管理等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取得良好效果。研发了基

于深度学习的预填图技术，提高了1∶5万地质填图效率，

开发了智能岩石矿物识别工具，可对70余种矿物和岩石图

像进行快速识别；开发了基于遥感数据的地质灾害隐患智

能识别技术，在中国西南、西北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进行

了示范应用，智能化技术创新应用为地质调查工作注入了

新动力。

四是开发了一批重要专业分析评价系统，显著提升了

地质调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能力，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

略和重大工程。建成全国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国家地下水

监测信息服务系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信息系统、城市地质信息服务系统等重要分析评

价系统，提供定量化分析与模拟评价功能。面向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地热、干热岩等提供专题服务，精准服

务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建设。

五是聚焦社会需求，开发了系列权威地质信息产品，

社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累计发布580万件地质资料、

540万景遥感影像、115万个地质钻孔、50万米实物岩心图

像、11万册地学图书、3万件地质图件、2.5万件资源环境信

息产品、上亿条地学文献等丰富信息产品。设计和开发了

系列地学科普产品，为社会公众了解地球结构、物质组成

和历史演变等提供了权威信息服务。研发上线健康地质、

数字塔里木盆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质信息等一批

专题服务，提升对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社会需求，服务于

地质行业“走出去”，为国内矿业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六是创建了高效安全的基础平台，生态化支撑服务能

力明显提升，引领了地质行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节点间

网络、存储、计算、软件、数据等信息资源的统一调度和

高效利用，集成和开发一批重要专业应用系统，全局43家

单位互联互通，建成了高性能、高可靠、高弹性的信息化

基础设施，形成信息资源“汇聚—应用—回馈”的“云生

态”；初步建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有力保障了“地质

云”平台稳定运行；接入30余家省级、行业、高校节点，

行业覆盖和辐射能力显著提升，有力带动地质调查行业加

数字化转型。

自2017年11月上线以来，地质云边建边用，获得社会

广泛好评。截至2021年12月底，地质云注册用户数达8.5万

人，数据产品浏览480 万次、下载272.2 万次，访问量达到 

1800 万次，年均访问量约500万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高振记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