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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 基于交通时空信息底座的业务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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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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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交通
运输

地理
信息

兴国之要
强国之基

国家重要
战 略 性
信息资源

交通是典型的强地理信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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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江苏交通运输行业在“规-建-管”全周期中积累了大量 “交通时空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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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分析

在交通时空信息

数据应用的过程

中存在 三大问题

标准不一
难以统筹

更新不齐
共享不畅

数据安全
不易保障

阻碍了交通运输行业对地理信息技术的探索和应用

各单位使用不同的数学
基础建设数据，无法进
行数据整合

“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无法进行统一数据更新，
更难以进行数据共享

时空信息数据是我国重
要的战略性数据，保密
要求较高，但缺乏数据
安全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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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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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核心

整合全省
交通地理
信息数据
资源

主线

实现交通
地理信息
服务

手段

搭建服务
平台整体
能力

目的

建设

交通时空
信息底座

以整合全省交通时空信息数据资源为核心，以实现交通时空信息服务为主线，以搭建服务
平台整体能力为手段，建设全省交通时空信息底座，支撑行业各类应用。

江苏省交通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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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定位

沿用省厅基础设施

支撑交通各类应用

交通时空信息资源库

江苏省交通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已成为江苏省交通运输系统八大基础平台之一

时空数据
资源

业务能力
支撑

GIS
开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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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历程

2007

2009

2017

2020

2023

以进行全省交

通地理信息数

据资源全生命

周期整合为核

心，初步搭建

基于GIS的应

用能力

以完善江苏省交

通地理信息服务

平台GIS功能为

核心，初步具备

向全省交通系统

提供交通地理信

息服务的能力

打造省级“交通

时空信息底座”，

进一步提升服务

性能和应用便捷

度，开始向全省

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全面提供高质

量的交通地理信

息服务

利用三维GIS、

微服务GIS等

技术，新增了

时空数据展示

的维度，实现

了底座能力的

稳定和再升维

尽力为全省各业务单

位提供更加定制化的

业务地理信息资源，

由仅提供数据资源向

兼具提供应用服务探

索转型



P10

建设成果

37服务调用单位

66业务应用系统

181交通专题图层

349服务资源数量

36986平均日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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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效益

管理一盘棋 应用一体化

融合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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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全省共计37个业务单位的66个

业务应用系统因此降低了

地理信息建设的技

术门槛和资源门槛

节省

相关建设成本约1.2亿元

维护更新成本约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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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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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总述

数据体系创新

技术路线创新

融合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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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体系创新

创建了交通行业全要素时空信息数据的建模、建库、质检和共享体系，确保了交通地理信

息时空数据资源现势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基础+专题”全要素 “矢量+栅格”全要素 “交通细分专题”全要素 “静态+动态”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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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体系创新

公路 航道 电子航道图/海图 场站 铁路

地方海事 港口 城市交通 航空管理机构

0.3米高清影像 1:10000基础矢量 5米DEM格网

民航动态 船舶动态 车辆动态 路况动态

基础地理信息

交通专题
地理信息

交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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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创新

与SuperMap共同成长，基于交通地理信息的分布式层次集群、GIS服务聚合、微服务GIS

等技术，建立了省级“交通地理时空信息底座”的应用全过程体系，实现了交通时空信息

服务“一云多端”多级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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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创新

交通微服务GIS：

交通分布式层次集群：

交通GIS服务聚合：

针对多源异构的GIS服务进行解析、
集成、重用和重组，生成新的、统
一的GIS服务

解决了交通行业信息化长期存在的
异构交通时空信息资源无法有效整
合的难题

建设了省市县三级的GIS服务节点，均支持
GIS服务节点和集群服务节点的冗余设计，
以保证集群系统的整体容错能力。

解决了现有交通系统复杂网络环境下海量
数据的高并发访问瓶颈的难题

将原先庞大的单体式GIS系统拆分为颗粒度
更细的单个服务，每个服务均可独立扩展

解决了大型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在运营过程
中服务不稳、维护复杂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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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融合创新

以“应用牵引技术”的理念，结合交通实际应用需求，打造了多个交通业务应用，推进时

空信息技术与交通业务应用的融合创新。

交通规划 应急调度

公众服务运行监测

数字孪生交通模型

1个底座赋能N个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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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可

2013年度
江苏省测绘行业科技进步奖

2013年度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2018年度
中国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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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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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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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监测



P24

交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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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升

京杭运河苏北航务处航道图应用 港口资源管理+应急+锚泊调度

公路水路安全畅通和应急处置 集疏散连接公路项目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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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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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 以无锡342省道智慧公路示范项目为例

江苏省交通
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多源数

据融合

高可视
化效果

空间实
战应用

空间技
术扩展

自主时
空技术

一体化决策

路桥全息感知 行人过街侦测预警

情报板仿真

2021年中国地理信息
产业优秀工程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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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