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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地质云”模式，开展了大地电磁数据共享研究，用以解决大地电磁数据的管理与共享问题。从架构设

计、分类与管理、功能规划、在线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重点介绍了大地电磁在线处理流程设计。最后以尼玛盆

地工区电磁数据为应用实例搭建了原型系统。与传统数据共享系统相比。系统在遵循“地质云”标准的同时提出了

一种新型电磁数据在线处理流程，为大地电磁专题服务在“地质云”共享提供了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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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大地电磁测深法是利用天然交变电磁场研究地

球电性结构的一种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是深部地球

物理探测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

揭示中国大陆岩石圈结构、活动过程与动力学机制。

实现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重大突破、提升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有效管理与共

享服务大地电磁数据是地质信息化一项重要研究内

容。中国地质调查局自2017年开展地质“云平台”

建设以来，不断强化利用云平台、大数据、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开展国家级地质调查数据的共享服

务[1训，截至2019年底。“地质云”平台已经共享了

基础地质、城市地质、地下水、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

环境承载力等专题应用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与城

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了有效的地质数据支撑。

传统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中。一般按照各专业领

域自身需求设计了数据存储与应用系统．解决其数

据的共享服务．客观上造成了服务标准不一与信息

孤岛，同时，为了支撑应用服务还需要建设各种服务

器，运维成本严重。与传统信息化模式相比，“地质

云”模式对硬件资源进行全虚拟化．可按需提供服

务器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同时，可以统一数

据服务标准，避免标准不统一，解决了信息孤

岛⋯们。
大地电磁数据作为地球物理勘探获取的重要数

据．如何在“地质云”模式下管理与共享服务是“地

质云”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节点的一项重

要内容。本文通过调研“地质云”相关专题数据集成

与共享经验．提出了一种针对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

务体系。用以解决大地电磁数据的管理与共享问题。

文中从架构设计、分类与存储、功能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探讨．从技术实现的角度阐述了系统的开发环境、

集群节点部署等关键技术，重点介绍了一种新型的

电磁处理方法共享模式．最后以尼玛盆地工区电磁

数据管理与共享为应用示例．搭建了原型系统。初步

解决了大地电磁数据管理与共享问题。

1框架研究

大地电磁数据共享建设中遵循“地质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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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考虑了系统复用性、易用性与便捷性，并从总

体架构、分类与存储、功能设计、在线处理流程设计

几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

1．1总体架构

参照“地质云”建设模式，大地电磁数据共享系

统按照四层结构进行了设计，与“地质云”保持了一

致性Ⅲ。12。。自下而上主要包括虚拟化服务、数据资

源层、数据服务层、应用服务层。在数据资源层，提

供“地质云”标准的统一资源访问服务接1=1，在数据

服务层．和“地质云”共享体系一致，提供WMS服

务、WFS服务、WMTS服务基础上，还提供统计分

析、服务监控等功能。系统虚拟化运行环境和相关

安全保障，全部委托“地质云”环境统一管控。四层

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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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务架构

Fig．1 Flow chart of geological data visualization system

1)虚拟化。虚拟化服务参照“地质云”基础设

施建设经验。提供虚拟化部署网站运行需要的相关

软件，包括数据存储服务器、网站及负载均衡服务

器、网站服务器等相关软件。

2)数据资源存储。大地电磁数据主要包括基

础业务数据、地质图件数据、文档等非结构化数据与

元数据四类，对应数据资源层，主要是按照数据类型

进行数据存储设计，包括元数据库、文件管理、基本

信息库、专题数据库等．实现数据的分类管理．最终

建立符合地质标准规范的地质业务数据中心。

3)数据服务层。数据服务是将各专业地质数

据通过封装服务接El的方式，形成WFS服务、WMS

服务、查询服务、WMTS服务，以及提供统计分析、服

务检索、服务监控等功能。这些功能接口建设完全依

据“地质云”标准实现。

4)应用服务层。主要提供符合需要的各类应

用功能，包括图形检索、资源目录、地图查询服务和

服务测试功能。

5)“地质云”环境下相关保障体系。主要对数

据在各层流通中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主要保障系

统和数据的安全问题。

1．2数据的分类与管理

大地电磁数据主要包括基础业务数据、地质图

件数据、文档等非结构化数据与元数据四类。

基础数据涉及到测点坐标、周期(丁)、视电阻

率、相位、阻抗和倾子等信息(表1为大地电磁法数

据存储结构)，一般通过关系数据库管理。地质图

件数据，包括电磁解释剖面、采样点、工区范围等空

间数据。其管理涉及到地图服务发布与服务管理

两部分，地图发布通过ArcGIS Server等地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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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发布WMS服务．其WMS服务地址通过空间数据

库管理。非结构化数据为项目产生的word文档、报

表数据、图片、图像、音频及视频信息等数据，通过

FastDFS存储管理。元数据主要为上述三类数据相

的描述信息。通过关系数据库管理。

1．3大地电磁数据共享功能设计或规划

按照大地电磁数据的共享要求。功能规划如下

几个方面：

I)目录导航。按照地、物、化、遥等工作手段，

提供资源目录结构．数据基于目录结构进行导航应

用。提供地图界面展示电磁数据，实现地图放大、缩

小、平移、复原等基础地图操作工具栏。

2)空间检索。提供基于空间检索大地数据，可

按照拉框查询、多边形查询、地质要素等空间地质要

求进行查询与检索．通过丰富的空间查询方式．查询

大地电磁相关属性信息，并提供统计曲线图展示。

3)地质图服务浏览。对各种大地电磁相关资

源成果图件提供OGC WMS或WFS服务，可通过地

质图的查看、浏览、展示与属性信息查询。

4)在线处理。基于管理的大地电磁数据。可以

进行数据处理与运算，生产需要的相关专题数据图

件，如相位张量图。

5)后台管理。包括对系统账号的统一管理、包

括对大地电磁项目信息的管理、资源目录分类管理、

地质图服务综合管理。

1．4大地电磁数据在线处理流程设计

常用在线处理方法．一般解决方案是通过OGC

WPS标准开发相关系统提供数据的共享[7】．但是

WPS处理共享涉及到算法改造较多，对处理方法复

用性较差，而地质算法比较复杂，改造难度较大。从

地质算法复用性角度。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消息调

度的处理方法．来最大化复用已有大地电磁处理方

法。该处理方法能够屏蔽不能开发语言的差异，极大

提高开发效率。

基于消息队列的大地电磁数据在线流程[J3]如

图2所示。主要由4个主体部分构成：专题应用工具

栏、队列消息传递、消息处理服务和专题服务处理模

块。参数界面方面用户填写运算相关参数并对结果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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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处理服务

队列消息传递

1

队列和消息的管理调度

队列和消息的异常回复
专题应用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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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服务处理～⋯⋯⋯⋯．，
图2基于消息队列大地电磁处理流程示意

Fig．2 Flow chart of magnetotelluric processing based on message queue

进行可视化：消息队列传递模块主要是传递运算中 2．1基础环境实施工具

需要的数据和参数信息，参数包括处理算法队列的 整个系统全部采用虚拟化服务管理[1纠51．虚拟

名称、用户填写参数项、数据的存储地址等；消息调 化采用Docker容器统一管理。提供服务器的快速启

度处理服务器主要承载消息体的周转以及消息体的 动与关闭：负载均衡采用Ngnix web服务器，不同的

异常处理和消息的负载均衡，会根据消息队列执行 服务器业务之间通信采用消息队列RabbitMQ服务
的频度做分布式调度；大地电磁算法处理模块是数 器。数据库服务采用PostGIS，内存服务器采用Re．

据处理和专题应用模块，接收消息调度服务器传递 dis；系统开发环境分为两部分：基于Linux操作平台

来的消息，执行运算并成果数据，同时将结果数据以 设计与开发的门户网站、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
OGC WMS(web地图服务)或WMTS(切片地图 WebGIS支撑的地质图服务发布。不同服务器之间

Web服务)的方式发布，对外提供数据访问接口，供 通信利用消息调度管理机制，其中。f-IP网站部分采

前台调用。 用Play框架开发，使用Java开发语言。WebGIS服务

2系统实施

按照“地质云”部署经验．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

务实施中需要考虑基础环境实施工具、集群节点部

署、空间数据服务发布等环节。

器采用ArcGIS Server平台开发工具，如表2所示。

2．2集群节点的部署

大地电磁基本节点为集群或云计算服务．按照

系统应用目的设立成几个不同节点：结构化存储服

务节点，主要是数据库集群节点；非结构化存储服务

表2平台开发工具

Table 2 Platform development tool

实施开发工具 功能描述

Play

PostGIS

Redis

RabbitMq

Ngnix

ArcGIS jS

ArcGIS Server

Docker

基于Java的网站开发框架，用于开发网站

空间数据库，支撑大地电磁空间数据的存储

内存数据库，存储相关时效性数据

调度服务器，异构环节中间组建。屏蔽系统开发语言差距

解决负载均衡与反向代理．同时提供网站运行服务的web服务器

地图前台框架

GIS服务器，服务发布空间数据．以WMS提供服务

云虚拟化服务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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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主要是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档、影像、图片等)

存储节点：地质图服务节点，主要是Arcgis服务器集

群发布地质空间数据WMS等服务：网站运行及节

点负载均衡，主要是部署网站系统和负责网站的负

载均衡：调度节点，主要部署消息队列服务．负责各

节点之间通讯与数据传输。每个节点全部通过

Docker容器统一管理，实现节点的快速启动与关

闭，保持应用的正常运行。

2．3空间数据服务的发布

大地电磁空问数据服务发布，核心是WebGIS

服务开发_4刮，主要是应用ArcGIS Server作为Web—

GIS服务器提供地质空间数据的可视化服务。首

先．将大地电磁空间数据库与ArcGIS Server建立映

射关系，使ArcGIS Server能够调用数据库中的数

据，进行服务的发布与管理；其次网站JavaScrcipt前

台．通过标准的WMS服务协议读取ArcGIS Server

服务，提供图层分层管理、渲染、透明、查询、统计等

功能分析。

3应用实践

尼玛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班公湖——江盆地带中

段，东部与伦坡拉盆地为邻，面积为1 1 162 kin2，是

新生代含油气盆地带。在本地区进行大地电磁法

(MT)测量和数据处理解释，可查明尼玛盆地和洞

错盆地的边界构造性质、盆地的基底埋深和基本构

造格架，为盆地含油气性评价和区域对比、有利区带

优选提供深部依据。本次工作共收集到该地区的两

条MT剖面数据．用于大地电磁数据共享应用实验。

3．1大地电磁法数据共享服务界面

大地电磁法数据共享服务中，提供WebGIS模

式的界面应用(图3)。图中左侧主要包括相关数据

目录。包括基础地理、基础影像和基础地形服务、工

区基本信息、采样点数据，支持勾选与取消；右侧提

供地图形式的数据展示功能，地图支持WMS、

WMTS等数据服务，还提供了工具栏，支持进行相关

地图的操作。同时，根据地图上数据的点击操作，还

提供了查询图表展示功能．统计曲线图会随着查询

点的不同，不断变化数据范围。曲线数据都是依据

查询点，实时从数据库采集数据绘制而成，便于用户

快速查看数据特征。

3．2 MT测深解释成果图在线查询

尼玛盆地东侧剖面整体表现出“两凹一隆”特

征．其中北部凹陷规模较大，基底由北向南逐渐加

深，最大深度近4 km：南部凹陷规模较小。局部隆

起出现在剖面中南部，基地埋深小于2 km，尼玛盆

地西侧剖面显示出盆地向西规模变小，盆地基底形

态表现为北深南浅的“勺”状特征。两条剖面都显

示出盆地内存在一些局部高阻异常体，推测可能为

中生代地层的残片侵位于新生代地层的结果，在系

统中．通过点击工区范围，弹出成果图件(图4)。

图3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务主界面效果

Fig．3 Main interface of magnetoteUuric data sharing service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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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MT结果展示界面

Fig．4 MT query view in application

3．3相位张量图在线计算应用

相位张量在线成图是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务中

的一项重要应用。是大地电磁法定性解释的重要手

段，用于反映地下构造的走向。它依据视电阻率、相

位等数据，通过计算成图。大地电磁数据共享服务

体系中，提供框选功能，圈定数据范围，点击相位张

量成图按钮，将框选的地理坐标发送到后台相位张

量成图算法接口服务器，后台依据数据库中存储的

相位数据和框选的坐标范围。进行数据的接收和算

法的执行，最终，生成相位张量图png图片，动态在

系统前台以弹出界面的形式展示。同时，提供数据

下载功能，将框选的数据范围、抽取的数据和结果数

据打包下载。

4结束语

大地电磁共享研究中，参照“地质云”模式．提

供了统一资源访问服务接口，同时，数据服务和“地

质云”共享体系一致，提供WMS服务、WFS服务、

WMTS服务。以尼玛盆地工区电磁数据为应用实例

搭建了原型系统，介绍了大地电磁数据共享界面和

数据查询功能。

鉴于大地电磁数据反演迭代次数较多．本文提

出了基于消息调度模式的大地电磁数据在线流程，

最大化复用已有大地电磁处理方法．该处理方法能

够屏蔽开发语言的差异，极大提高开发效率。下一

步，系统将开展与“地质云”专题应用进行对接，在

用户体系、安全认证等方面进行对接，保证系统满足

“地质云”的应用要求，同时，继续深化基于消息调

度模式的在线处理流程，丰富地质在线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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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of magnetotelluric data in geological cloud

FENG Binl，LIANG Men91，WU Wen．Lil，ZHANG Xue-Li2，DU Bing-Ruil，MA Na2

(1．Institute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Langfang 065000，China；2．Ge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er，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Nanjing 210007，China)

Abstract：A service system for magnetotellurie data shar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management and sharing of magnetotelluric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oud architecture design，function design and other aspects，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op-

erations such as phase diagram in the system．Finally，a prototype system is built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data of Nima basi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haring system，the interface of this system completely follows the”geological cloud”standard，which

provides the premise of exploration practice for the magnetotelluric thematic service in the”geological cloud”sharing．

Key words：magnetotelluric；shared services；geological cloud；Nima basin

(本文编辑：沈效群)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