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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家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框架布局，对测绘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国地理信息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未来要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智能化测

绘技术体系，推进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

传统测绘技术体系以地理要素为视角和对象,
以3S做分工、以4D成果为目标开展工作

全社会智能化转型浪潮下，迫切需要大量多维、
动态、高精时空产品对新兴应用领域进行支撑

“3S+4D”作为基础技术结构

多尺度、多类型地理信息产品渗透到数字中国方方面面 先进数据获取技术为测绘转型提供

GNSS

RS

DEMDOM

DRGDLG

满足自然资源“查得准” “认得清” 

“管得好”的内部应用需求。

满足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新

兴应用领域外部需求。

内外部 测绘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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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测绘作业模式缺

乏自动化、智能化能

力支撑，同一对象重

复测绘，作业效率不

高

生产数据库更新管理

机制不健全，不能跟

随日常测绘工作进行

动态更新，数据对象

时效性不佳

多以基础数据形式直

接提供，服务面窄，

技术含量难以支撑跨

行业多元化应用需求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

现有的时空数据蕴含

的信息无法满足新时

期下的新兴领域及其

他行业对数据成果的

需求

面向智能化转型需要重构空间数据采集生产技术体系，在数据结构、采编工艺、管理发布等环节进

行全链条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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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时空
信息获取

山
维
智
能
化
测
绘
技
术
架
构

公有云
数据处理中心

智能化
采集与生产

私有云
大数据中心

数据产品
共享发布

服务应用

传统野外测绘 无人机倾斜航摄 转载激光扫描 背包激光扫描 卫星遥感 调查监测 互联网感知 泛在测绘 IOT物联网感知 变形监测 应急测绘

云端自动
预处理

测绘任务
信息化响应

创建项目空间 创建项目资料

真三维数据模型 海量高速加载 智能化生产能力 日常测绘协同作业

• 基于现实动态记录

• 二三维几何高度一致

• 富含多元语义信息

• 全域图幅同步加载

• TB级场景秒级加载

• 多维多窗联动作业

• 二三维自动存量转换

• 一次测绘、多套产出

• 多类型快速三维建模

• 遥感影像智能解译

• 点云倾斜智能识别

• 自定义成果质检

• 新型基础测绘

• 地形测量

• 多测合一

• 管线测量

• 国土三调

• 地理国情普查

• 确权登记

• 信息化生产管理

GNSS数据
自动处理

遥感数据
自动处理

航摄像对
自动空三计算

Mesh自动
三维重建

激光点云
自动预处理

IOT数据
分析处理

泛在测绘
数据清洗

互联网感知
分析抽取

核
心
生
产
库

正射影像

街景

数字高程模型

单体模型

倾斜三维模型

地下管线

激光点云

地下空间

地理实体 基础地形图 不动产

国土规划等行业专题数据 互联网感知实时数据

数据库一体化组织 数据库智能管理     +

• 支持快速云端部署

• 三维随二维协同组织

• 现势历史统一组织

• 增量动态更新管理

• 场景局部动态更新管理

• 按对象出入库操作

• 历史回溯查询

• 联库在线访问

• 关系查询浏览

专题产品对接部门私有云 非涉密产品在公有云发布服务

• 多维一体“一张图”系统 • 行业专题应用服务接口 • 大数据分析服务接口

电子政务 智能交通 平安城市 数字环保 数字城管 应急系统 数字执法 数字巡检

• 与                     跨平台同步 •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景三维重构

应
用
成
果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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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实景真三维数据生产 一体两库动态更新 一库多图智能动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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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超10GB，千万级记录的矢量数据

加载速度：达1GB/S

显示速度：数据量超20GB时仍可流畅显示

动态符号化速度：支持数百万节点的超级面

二维矢量数据存储、加载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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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载：支持TB级

响应速度：小于1S

n 倾斜场景
n 人工模型
n 机载点云、车载点云、

架站点云、便携点云
n DOM/TDOM
n DSM
n DEM
n ……

三维场景数据加载与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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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研三维引擎

   矢量、场景与单体自由叠加

单体数据

体块模型

人工精细模型

倾斜单体模型

点云团

场景数据

点云

DEM

DOM

三维实景模型

二三维一体：多源异构海量数据信息化协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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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数据—基于倾斜场景的快速生产 l 多种显示控制模式
l 网络化按需调度
l 支持房屋修正、高程提取、地模处理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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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数据—基于倾斜场景的二三维联动采集

预置三维模型

二维采集、三维场景修饰

l 路灯
l 电杆
l 井盖
l 树木
l 路牌
l 指示牌
l 垃圾箱

l 模型方向指定
l 模型高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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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线

斑马线

车道线

行道树

雨井盖

路标志

l 支持 典型地物要素的 （包含道路边线、虚实车道线、交通标志、路灯、井盖、行道树等）。

l 提取准确率达 ，提取精度优于 。

矢量数据—基于点云场景的智能辅助批量高精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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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多级高程切片

l 门窗定位与平铺

l 轮廓线增强显示

l 轮廓线直角拟合

立面降维采集平面多级切片降维采集

l 立面要素关联真实空间坐标

矢量数据—基于点云场景的降维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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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路径与路径点选择
l 自由视角
l 点云多模式渲染
l 路面标线、标志自动识别

矢量数据—基于点云+全景影像联合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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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矢量窗口
   叠加TDOM

三维倾斜场景窗口
   线状、面状等轮廓线分明
的对象

三维点云场景窗口
   点状对象、贴地对象

不同数据源优势互补，择优选取

多源窗口联动

矢量数据—多源数据按需择优联动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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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三维建模—参数化建模

房屋按楼层、
高度自动分割
建模

阳台、飘楼同
步建模，与房
屋融为一体

地下空间分层、
分区、分类建
模

综合管线按类
型、尺寸、埋
深等自动批量
建模，支持纹
理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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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纹理自动映射

双坡屋顶贴图 平屋顶贴图

l 斜屋顶智能映射 l 屋顶、墙面智能压平

多样化三维建模—基于倾斜场景的白模智能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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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畸变影像自动快速映射白模

多样化三维建模—基于倾斜摄影的白模纹理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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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多平台数
据互传

l 模型精度
可控

l 模型融入场景，实时展示建模效果

多样化三维建模—联动三维建模平台实时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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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病虫害监测

建筑物提取

云层提取水体提取

基于人工智能的多源海量数据加载、智能辅助批量高精提取，提供AI交互训练平台，支持样本库协同编辑。

道路提取

变化发现

自动识别 规整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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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二三维对象与多元化信息同步动态更新

l 工程级与区域级动态更新

l 信息与生态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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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单体模型

室内精细模型

地理场景数据管理

多源异构数据集成

多态联动

精细化三维建模

n 要素服务
n 矢量切片
n 地图服务

定制服务、按需调度

n 瓦片服务
n 影像服务
n 场景服务

倾斜模型
osgb

激光点云
las

元数据
txt/xls

人工模型
obj/3ds/fbx

BIM模型
rvt ......

数据入库模块

文件存储
NAS

发布数据库
PG

治理数据库
PG

GIS服务器

其他应用
Web/App

三维场景服务
Scene Server

BIM模型浏览

点云数据浏览

倾斜模型浏览

人工模型浏览

数据浏览
表格/图表

数据调度
桌面应用程序

数据导出
原始文件/slpk

其他应用
Desktop/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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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应用库

文件系列：网格单元、三维模型、不同尺度分幅地形图

专题库：实体应用库、基础地形库

实景三维应用：多态数据、语义图谱、地理场景、城市生活圈

其它服务平台：时空云平台、数字孪生城市

智能发布



P26



P27

• 基础地理实体

•专业础地理实体

•地理单元
空间身份

编码
二维
矢量

精细化
三维

场景
单体化

关联
关系

语义
属性

部件
三维 二三维一体

实体化组织
语义化表达

正向，自动转换生产

自然资源实体
动态更新循环

基础地形图 基础地理实体逆向，分比例尺派生

国空现状用地

山水林田湖草 用地指标分析

重构组装

管道同步

• 国土空间规划

• 地质监测预警

•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预警

• 历史名城管理

• 城市物联感知

• 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评估

• “十五分钟生活圈”规划

• 地下管线共享交换

• 城市公共设施人均占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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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展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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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信息

指令信息

数字世界真实世界

自动驾驶 机器超市 生态公园 智慧农业 平行推演 城市治理...

DLG 倾斜

点云 DEM

DSM LOD...

自然属性

人文属性

基本属性

气候 生物资源

水文 地质矿产

性质 气象环境

人口 文化

经济 政治

历史 社会...

习性 生命周期

变化 群落互动...

建筑 交通

农业 森林

山脉 河流...

地物地貌

传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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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