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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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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背景

地质工作以地球为对象，通过多种手段

探测获取人类发展所需的地球物质资源

赋存和生存所依赖的地质环境信息。

地质矿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先行。

地质勘查是认识自然资源存在的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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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背景

2021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战略性矿产国

内找矿行动纲要（2021—2035）的通知》

旨在加大国内矿产勘查力度，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战略性矿产资

源安全保障能力。

2021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增强国

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大勘查力度，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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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现状

行业信息化存在问题 工作定位关键技术

存量数据利用率低
知识自动识别与提

取技术
知识问答

前沿技术在实际生产中应用

不足
云计算、深度学习 预测评价

地勘业务过程管理与信息

系统建设缺乏深度融合
数据、管理协同 项目管理

地质工作过程在便利化和智
能化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大数据技术
数据处理

图件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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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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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

组建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历时6年，自筹资金投入上亿元，建

成云南地质大数据服务平台，技术能力全国领先，经济效益已达到

2.29亿元，服务于地质、国土、测绘、环保等多个领域。

2019年7月12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将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纳入

云南省自然资源大数据中心体系，成为云南省自然资源大数据

中心的组成部分。

云南地质云
云南时空云

云南地环云

云南省自然资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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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

地矿专网

电子政务外网

互联网

自然资源专网

  

300+台

高性能物理服务器和小规模

GPU超算集群，支持内网和外

网部署及算力定制，支持数据

备份和系统双活； 

计算资源

3.5PB

3.5PB存储空间，支持关系数据库

（Oracle、SQLServer、PostgreSQL、

MySQL）、列式数据库（Hbase）、

文档数据库（MongoDB，OSS）、

图数据库（Neo4j）。

存储资源

四网合一

四网合一的网络连通（地矿专网、自

然资源专网、电子政务外网、互联网）

网络资源

1622项

数据服务、地图服务、算法服务、地

理分析模型服务和综合业务分析服务

等各类服务1622项

在线服务资源

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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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

安全保障资源：主中心500平米A级IDC机房、国家C级屏蔽标准的蔽机房、同城异

地备份机房（核心系统双活）、“双活”副中心（机房240平米，600台服务器规

模）、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三级资格认证

能力保障资源：CMMI3认证；IDC/ISP许可

团队保障资源： 60+人员规模，设大数据运营中心、研发中心、应用中心、综合办

公室。

提供系统运维、数据运维、应用开发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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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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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支撑能力

• 500平米A级IDC机房

• 双回 10KV电路、 2.5小时

UPS备用电源、应急电力保

障

• 已载有高性能物理服务器

300余台和一个小规模GPU

超算集群

• 同城备份中心（双活副中心）

1、基础能力稳定可靠，
算力资源充沛完整，达
到A级数据中心标准。

内网云平台

外网云平台

• 按内、外网五区（敏感区、

核心区、托管区、前置区、

外网区）逻辑隔离

• 漏洞检测、态势感知、安全

探针、蜜罐等防控手段

• 三级等级保护测评和商用密

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测评

2、防护能力安全可控，
可兼顾应用和信息保护
要求。

• 基于OpenStack的云系统

• 基于Hadoop的混合存储体

系

• 基于 MapReduce/Spark 分

布式计算框架

• 混合GIS集群

• AI平台

3、基础软件完善强大，
可支撑从云到端的应用
系统高可靠运行。

• 多专业、多尺度地上地下海

量数据资源，总数据体量达

到3PB以上

• 1000余项在线数据、地图、

分析处理模型等各类服务

• 向云南全省各州（市）提供

了大量信息系统托管服务

4、数据资源丰富详实，
可支撑政府、社会对自
然资源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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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支撑能力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国土空间规划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数字环保-九大高原湖泊治理

数字城市-空间信息服务数字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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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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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基于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云南省地矿局于2023年初

开展云南省地质找矿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信息化手段

全过程支撑新一轮找矿行动。

聚焦行业  技术引领

支撑新一轮找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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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传统野外调查过程、内业

数据处理等工作过程管理

程度不够，新型信息化技

术支持不足。

业务管理流程规范性问题

缺乏找矿行动成果集中管理

平台和可视化展示平台，数

据汇总难，更新慢，展示不

直观。

成果集成管理平台问题

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不足

大数据技术、深度学习、知

识图谱等前沿技术，与实际

生产脱节。

地质矿产勘查周期长、数

据时效性差、现有采集软

件功能单一、野外可用资

源少，工作效率低下

野外数据采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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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新一轮
找矿行动

基础
调查区

重要矿
山深部

重点
调查区

重点
勘查区

1. 围绕找矿靶区

2. 矿业权空白区

3. 综合检查和钻探验证

1. 围绕找矿靶区

2. 加大勘查力度

3. 找矿突破

1. 围绕重点成矿区带

2. 突出紧缺战略性矿产

3. 填平补齐工作

1. 围绕采矿权

2. 攻深找盲

3. 增储上产

哪里可能有？ 到底有没有？

有多少？可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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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找矿前 找矿中 找矿后

数据服务

优选靶区

立项规划

勘查信息数字采集

内外业协同一体化

数据处理的工具支撑

矿产资源智能评价预测

资料汇交

综合评价

储量评估

矿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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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预研究 野外调查 模型构建 工程验证 成果提交

1 资料收集整理

2 综合分析

3 矿床类型确定

4 野外踏勘

5 设计评审

1 专项地质填图

2 物探测量

3 化探测量

4 工程编录

5 样品采样测试

1 找矿预测模型

2 圈定预测区

3 预测潜在矿产资源

4 数据库建设

1 钻探验证

2 现状调查

1 报告编写

2 成果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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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云找矿”
数据中心建
设及信息服
务平台

存量数据的处理、标准化，数据服务

云找矿应用
支撑能力技
术研究

多源数据融合、知识图谱构建、知识服务、

矿产预测评价 

地质勘查应
用软件集成 

野外数据采集、项目管理系统、数据综合

处理分析、三维地质建模、综合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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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对地质数据、物探数据、化探数据、遥感数据、矿产数据、水工环数据等，经过标准化数据处理后形成专题数

据库和业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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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云找矿”
数据中心建
设及信息服
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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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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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案例展示：个旧锡矿的出露地层有哪些？

针对用户输入问题进行回答的输出

文档实体-关系 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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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耦合地质模型 知识图谱知识约束

多元空间数据

机器学习算法库

地质矿产规范

靶区/远景区圈定

云找矿

多源汇聚，智能评价，探边摸底，攻深找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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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基于三维一张图的找矿成果集中管理、动态更新、数

据共享，推动新一轮找矿成果的快速转化，为自然资

源管理、矿政管理、全省地质矿产等部门提供数据支

撑。

找矿行动成果集中管理平台和可视化展示平台，数据汇

总，直观展示，地上地下一体化、大小场景灵活切换。

为矿山企业、矿山监管部门提供数字化服务平台。

数字矿山综合集成管理找矿一张图可视化大屏

大场景，多要素 小场景，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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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一轮找矿行动应用实践

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
技术服务支撑

野外数据采集

打通数据中心与野外数据采集端，建立数据内部共
享和实时更新机制。

充分利用存量成果数据，实现数据资料的精准化服
务。

连通省厅、大数据中心、生产单位，建立项目综合
管理体系。

深度集成前沿的技术方法，提高找矿工作成效。

1

2

3

4

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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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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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结和思考

一、体系化的平台能力建设，将大幅提升应用服务能力；

二、数据驱动为地球科学带来新机遇，大数据技术将助力地质行业创新发展；

云南省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正在积极推动和实施，充分利用云南地质大数据平台支撑能

力，开展“云找矿平台”建设工作，不断创新地质找矿工作的监管与服务模式，促进监管精准化、

服务便利化，将大力提升大数据技术在地质行业的应用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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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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