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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地质云”
——地质调查技术发展新方向

  ◎ 文/陈  宁

在北京召开的“2017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

议”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讲话强调，

2017年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地质调查工作

总的思路是：用科技创新改造、引领、支撑地质调

查。钟局长指出，2017年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着重抓好十项工作，其中包括加大“地质云”的建

设和地质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力度。

什么是“地质云”？它又将如何服务当前地质

调查工作？这是地质工作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地

质云”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以

支撑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旨在实

现地质调查基础设施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和

服务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的一个综合性平台。

对于地质调查工作而言，“地质云”的神奇在

于：只需一部装有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地质工作

人员就可以在野外上传、下载、管理自己放在云中

的地质资料，参阅自己云盘以外的所有地质成果资

料，既可提升对野外地质现象的认识深度，又可为

今后形成高质量的成果奠定基础。

可以预见，地质调查工作将出现以地质调查数

据密集型工作和云服务为主的新格

局。面对地矿行业多年来所积累的

资料信息——名副其实的“大数

据”，如何根据社会需求提取最有

价值的信息，成为大数据时代地矿

系统的聚焦点问题。数字填图系统

的出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传统地质资料难存储、难调取的问

题，但也存在着资料不共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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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时、要素不全面等问题，但“地质云”却可以

完全解决上述问题。

“地质云”是如何出现的？它的出现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才形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李超岭老师为代表的一批工作者就在为地质

数据网格的搭建做准备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技

术的成熟，在中地数码集团开发的mapgis软件平台

上，李超岭老师团队开发出了数字填图系统。经过

中国地调局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数字填图在地质行

业中普及起来，最终实现了原始地质资料数字化的

过程，为地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014年以来，在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实施大

数据建设的意见背景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着手进

行地质大数据、地质云的建设，“地质云”应运而

生。

2015年，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了地质大数据

与信息服务工程，并率先在油气地质调查项目上进

行试点。

2016年1月19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召开了信息化建设成果交流会，中国地调局正稳步推

进“地质云”建设，旨在形成地质调查全方位服务合

力，提升地质调查信息化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2016年5月27日，由中地数码集团自主研发的

云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平台MapGIS 10正式

对外发布，为地矿系统进一步挖掘大数据提供了软

件工具平台，地理信息云服务应用有望随后落地。

2016年5月底，“地质云”在项目实际工作中

进行试用。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阿尔金成矿带红柳

沟—拉配泉地区地质矿产调查项目阿克达板项目组

与地质云研发团队紧密配合，在地理信息、地质信

息智能感知、采用面向数据密集型的智能编图技

术方法和工具开展1：10万地质编图等方面，快速

形成了预研成果，阿尔金成矿带“地质云”初具雏

形。

2016年6月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室会同

发展研究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地质云（地质大

数据）建设总体技术方案V7.0》进行了论证。

2016年9月19日-21日，阿尔金成矿带“地质

云”暨数据密集型（大数据）现代化地质调查工作

模式现场示范研讨会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第一朵

“地质云”，阿尔金成矿带“地质云”成功落地，

进入实质性应用阶段。

研讨会在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县花土沟镇召开，

会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地质调

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办、陕西省地质调查中心

协办。国土资源部科技司领导、中国地质调查局总

工室相关领导、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地质调查

局下属六大地质调查中心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参加

会议。我中心王小平教授级高工作为专家组成员参

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对阿尔金成矿带“地质云”和大数据

现代地质调查工作模式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阿

尔金地质云成功实现了信息和地质有机结合，信息

化技术为地质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能极大

地提高地质工作效率，希望阿尔金地质云这朵“星

星之火”在全国地质行业形成燎原之势。

专家建议，在这一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地

质调查局应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在不同地貌条件

下、不同区域范围内、不同专题地质工作业务领域

分别进行试点，采取更多技术手段让云平台的构架

更为完善、保障运行的环境更为流畅、云端离线数

据包的数据检索操作更为方便和人性化。今后，还

应面向政府、社会、其他行业或领域，开发出更多

的云产品，提升地质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

性支撑能力。

2017年2月28日，我中心物探所针对“什么是

大数据”“大数据在物探乃至地质勘查工作中有何

应用”等问题，邀请陕西云基华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曹文波副总经理、肖西伟总监等专家就大数

据方法应用进行了技术培训与交流。显而易见，

“地质云”已成为地质调查技术发展新方向，全

体地质工作者应高瞻远瞩，用发展的眼光，创新

的思维开展工作，在为大数据的建设提供真实可

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尽快掌握MapGIS 10等

“地质云”相关的新填图系统和方法，为地质调

查工作新方法的实践做好准备。大数据在地质勘

查领域的应用已大势所趋，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

新性地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必将为“大地质服务大

国土”带来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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