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地质学领域，网格是指对地理空间的划分，称

为地理格网、地理网格、空间网格等. 网格化技术是国

家 973 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重要项

目之一. 中国地质调查局利用网格技术传输，进一步

提高了国家地质调查工作和社会化服务水平. 为了进

一步利用这一网格技术平台，展现中国地质调查局在

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成果资源和工作能力资

源）共享方面的服务，同时借此体现地调局大区中心

的特色和技术业务工作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沈阳

地质矿产研究所搭建了中国地质调查信息网格体系.
东北地区地质空间信息网格结点属于大区级地质调

查数据获取结点，通过本大区多源、异构、海量地质空

间数据（包括资料、数据、知识），软硬件资源一体化描

述、存储、组织、发现、整合及其协同和共享机制，建立

具有一站式、分布式、开放性、集成性、可重构性、可重

用性、良好的伸缩性、先进性的东北地区地质调查信息

网格平台及地质调查网格体系. 通过深化实时搜索、
动态一张图立体化的地质调查服务体系信息技术研

究，基于我国卫星的野外地质调查网格体系技术研究

与实现，为全面提升野外地质调查管理现代化（包括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管理） 和地质调查成果 （数据资

源、计算资源、软件资源）集成与共享等方面的能力奠

定基础.

1 东北结点特色数据服务

地质空间信息网格化是针对地质工作专业特点和

应用现状，建立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地质空间信息共

享与应用服务体系，实现一体化的空间数据资源组织、
海量空间信息共享、高性能的协同分析处理、跨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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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服务与处理服务集成，为社会提供广泛有效

的无障碍应用，实现多元主体形成的分布式基础数据

的真正共享. 根据国家在东北地区公益性地质工作投

入的重点而对东北地区国家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

研究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提出“两边一区”的矿产

资源工作战略、“一带两厢”的水环工作战略和持续提

高调查研究程度的基础地质工作战略理念［1］，东北地

区公益性地质工作业务工作体系主要包括面向对象的

基础地质图文数据更新、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水文与环

境地质调查评价和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社会化服务

4 个学科性工作系统. 为了服务宏观需求，在体系结

构上还特别构建了服务东北亚地区、中国东北地区

和东北重点地区 3 个层次宏观目标的业务工作子体

系［1］（见图 1）. 以东北海量地学空间数据和国家地质调

查网络体系为基础，建立东北地区地质空间信息网格

结点，能有效推动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环境

评价、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和矿业开发，促进地质调查

主流信息化的实现，提升地质调查工作效率和水平［2］.
依据东北地区地质工作业务工作体系，构成了目前东

北地学数据在专业和地域分布不同的现状特点, 从而

建立具有东北特点的东北重要流域区水文及环境地质

评价，东北重要经济区基础地质图、东北重要成矿区矿

产资源评价、东北片区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等多个

专题模块.

2 网络结点部署

建立结构合理、安全的东北地区地质空间信息网

格结点，主要为国家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一个稳定、可靠

的地质信息共享和发布基础平台.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

所于 2010 年 6 月成功建立了满足结点网络环境的中

国地质调查信息网格体系.
2.1 网络综合布线

结点网络综合布线系统，采用超 5 类非屏蔽双绞

线进行网络连接，有利于高速传输数据及图像，提高

信息传输质量. 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网络系统建设

技术规程，铺设了防静电地板，安装了安全门. 机房单

独配电，三相四线制，单独接大地，并配备了 UPS. 内

部局域网共 200 个信息点，采用星形网络拓扑结构，

各信息点从工作区直接汇集到中心机房. 布线系统采

用 AMPNETCONNET 开放式布线系统［3］.
2.2 网络系统集成

安装 1 台 CISCO 公司的具有第三层交换功能的

千兆主干交换机，并在其模块上进行子网划分、访问控

制、VLAN 设置等. 通过双绞线连接 2 台服务器和 3 台

支干交换机，采用 100MB 双绞线连接广域网路由器和

防火墙. 在中心机房配置 2 台服务器作为主控制器，用

于 DNS、WEB 及防病毒服务等. 通过路由器与中国地

质调查局建立广域网连接，同时安装防火墙加强网络

安全, 安装不间断电源（UPS）保障网络运行［3］.
2.3 结点部署

基于网格 GIS 平台构建中国地质调查信息网格平

台与体系，提出并建立了对等式资源管理器技术与方

法. 采用对等式 PORTAL 技术，实现门户的自治，结点

图 1 东北地区公益性地质工作业务体系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the Geologic Work System for Public Welfare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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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门户资源的共享与协同，全部连通大区、各省级

网格结点的部署，并开始发布服务.

3 网格平台数据发布

流程主要包括前期数据准备、数据预处理、元数据

发布、矢量数据发布以及大比例尺栅格流地质图的处

理与发布. 在平台组织发布的数据大部分为地质填图

的标准图幅数据，对其他种类的数据（如东北重要流域

区水文及环境地质评价、东北片区重要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等数据），该流程方法同样可以借鉴. 流程如下：数

据筛选—图幅数据检查及预处理—上载至网格服务

器—图幅数据转换处理—元数据上载—矢量目录信息

上载—文档裁图—栅格数据的配备及上载—上载数据

检查.

4 基本功能

东北地质空间信息网格结点基本功能主要由数据

服务、数据资源目录服务、元数据服务、区域地质调查、
网络资源潜力评价服务、十大数据库、管理中心组成.
数据服务主要为国家空间信息网格提供数据与信息的

查询服务，主要将地质空间信息网格的数据与信息提

供共享与服务；元数据服务主要体现地质信息网格的

主要信息说明，包括各结点的信息状况等基本信息情

况；区域地质调查主要包括各类区域地质空间信息的

查询与服务；网络资源潜力评价服务主要有矿产资源

基本信息及与矿产资源有关信息的查询与资源评价的

方法技术.
5 实施意义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实现地质调查信息处

理和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的

顺利运行，提供面向社会公众，具备优质服务功能

的国家地质调查信息系统应用环境［4］. 地质调查网络

结点建设必将推动地质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以满足

我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为社会和政府提供

急需的地质空间信息共享与社会化服务. 本项工作不

仅搭建地质空间信息栅格的基础设施，还将全面推动

空间信息在各个相关领域的广泛应用，并在此背景下，

推动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同时，对于推动我国空间信

息资源的共享和应用，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

的空间信息应用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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