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简介

封面图片：山西吉县自然资源森林站 - 气象观测塔（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 胡建辉 王博 供稿）

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是“自然资源要素

综合观测工程”数据管理服务的重要平台，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承建。其主要任务是基于

新时期大融合、大感知、大数据理念，采用云计算与人工

智能等创新技术，融合集成自然资源系统内外多部门、多

要素调查监测与观测数据；开展数据汇聚、分析挖掘、模

型模拟，产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多级服务产品，解决

当前资源环境变化规律和趋势研判类数据支撑不足的问题。

项目自 2020年 5月启动以来，历经两年多努力，取得如下

进展：

一、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上线运行并
服务

在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总体框架下，充分考虑

先进性、兼容性与扩展性原则，搭建了包括基础层、数据

层、应用层等 6个业务层级和标准、运维、安全 3个保障

层级的平台总体架构，开发了包括物联网中心、大数据中

心、展示中心、模型云中心、综合管理中心及门户网站等 6

大子系统 22个功能模块。搭建起观测点→三级站→二级站

→一级站→数据中心 5级数据实时传输信道，建立了原始

数据库—质控数据库—标准数据库—专题数据库等 4个面向

不同用户需求的数据库，集成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黑河

流域、塔里木河流域等项目数据近 3 TB，观测数据上线并

运行服务，初步实现数据采集、汇聚、质检、管理、专题

应用和共享服务等功能。

二、初步建成物联网中心，实现野外观测实时监控
通过物联网平台把前端感知系统连成一张网。“实时

监控”模块，实现实时监控观测装备，包括远程设置、调

整、软件升级、故障排查等功能；“原始数据查询”可实时

查看、下载某个野外装备观测数据，并可灵活选择不同时

间尺度的数据叠加进行综合分析等；“观测装备管理”实现

对野外观测装备调试、接入、数据归类、出错告警等设备

全生命周期管理功能，提供开放接口、数据共享、规则引

擎等功能，实现保护加密、安全传输等功能；“观测站点管

理”，实现对各级观测站的站点分布及观测装备在线、离线

情况实时展示。目前，调通连通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黑

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等自建站及融合共建站一级站 6个、

二级站 25个、三级站 137个、观测装备 247套，采集实时

传输数据 400多万条，实现了野外观测装备连网上线、实

时传输，自动监控等功能。

三、初步建成大数据中心，实现多源异构数据融合
集成

首先，利用层级分类法，构建气候资源、地表覆盖资

源和地下资源 3大类 15小类的数据分类分级体系，对不同

结构类型的观测数据进行统一归集和标准化处理，以供业

务应用系统、数据分析、模型模拟业务调用。二是实现线

上自动质量控制。线上运行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质量管

理体系和不同区域观测数据质控模型，由不同权限人员按

照原始数据—质量控制数据—标准数据—共享数据不同等级

进行分类质控，确保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和可对比性。三

是准确监控数据流向。通过查看数据总量、分类数据量及

数据利用等情况，实时掌控各类数据的来源及服务支撑领

域方向。

四、初步构建大屏展示中心，创新自然资源多要素
动态变化可视化技术

通过人机交互实时显示重点区域各类自然资源的种类、

数量和质量等信息，实现自然资源专题图层、存储当量和

空间分布动态展示，实现自然资源观测数据及各种资源要

素在线展示和时空分布统计分析，并可视化展示在二、三

维时空云 GIS平台上，可支持用户自定义任意框选区域范

围和点选任意自然资源类型进行搜索，计算并呈现框选范

围内各自然资源底数，并能够和时间轴联动，呈现不同年

份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实现对自然资源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站式全掌控。

 搭建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探索多部门、

多要素数据融合机制，统一数据标准；建立全生命周期的

观测数据质控体系；开展数据汇聚、管理、分析挖掘和共

享服务，努力把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一体化平台建成国

内一流的数据中心、成果中心和共享中心，成为自然资源

部 “一张网”、“一张图”和“一个平台”的重要节点，缓解

自然资源人“苦于无数据可用”、“有数据不能用”的困局，

全力支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两统一”管理。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 刘晓煌 刘玖芬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