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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地质调查数据网”

（二）“地质调查生产调度指挥与综合管理平台”

（三）地质调查数据处理专业软件



一、中国地质调查数据网

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地质信息展示与服务平
 台，集中、及时地发布权威、核心及重要的中国地质

 调查成果数据。

（1）以中央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数据为

 主体，集成整合其他相关数据。

 （2）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站式”服务窗

 口。

 （3）提供以地质图件为主体的浏览、查

 询与下载服务。

 

（1）以中央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数据为

 主体，集成整合其他相关数据。

（2）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站式”服务窗

 口。

（3）提供以地质图件为主体的浏览、查

 询与下载服务。



“中国地质调查数据网”以网格（SIG）技

 术为支撑，在国家863专项和地质调查专项

 支持下开发完成。以地质调查数据为基

 础，以5+1服务模式为核心，在三维地球表

 面展示地质数据。全部采用公开版基础地

 理信息。



按接图表查询浏览

可以按照标准国际分幅查询浏览数据，可以按照1:100万、1:50万、1:20万等比

 例尺直接浏览。



按地理位置查询

可以指定任意区域，浏览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可以在同一窗口下浏览多比例数据。



多专题数据查询浏览

可以指定任意区域，以多窗口方式浏览不同专业的数据。也可以在同一窗

 口实现多专题数据的叠加。



基于元数据查询与浏览

可以指定关键字，在元数据中查询并浏览数据。



属性数据查询与浏览

可以在地质图上，查询浏览属性数据



开发服务接口支持

可以为其他应用提供数据接口服

 务，可以直接把中国地质调查数据网的

 数据集成显示在其他的平台中。



目前，数据网发布数据达1TB以

 上，元数据超过5万条，包含247个
 专题，涉及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

 源、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质

 及环境地质等领域。



构建广泛交流、服务社会、灵活多样的数据共享与服务体系，

 形成信息资源合理布局、信息服务分级、上下联动的地质调查数据

 共享与服务新局面，促进形成数据采集、汇交、集成、更新与服务

 一体化的良性运行机制。

1、构建服务体系，形成集群化服务新局面

2、以信息化在线服务为支撑，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

3、继续巩固到馆服务，加强定制化专题服务

4、完善地质调查成果服务产品体系，丰富服务内容

5、积极推进责权利统一的共享与共建服务模式



国家级结点

专业分结点

大区分结点 省级分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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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调查生产调度指挥与综合管理平台

是实现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项目的规划部署、项目
 管理、预算管理、装备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生产调

 度指挥、重大突发事件远程会商及应急指挥等地质调
 查主要业务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支撑平台。实现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各级地调单位的互联互通和管理信息共
 享。



提升七大能力

（1）各项业务管理数字化、规范化

（2）各项业务管理数据集中管理、互联共享能力

（3）地质调查基础数据对业务管理的支撑能力

（4）各项业务管理数据的综合集成展示和辅助决策能力

（5）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远程监控与调度指挥能力

（6）地质调查重大事件的远程会商能力

（7）基于卫星通信及网络信息互通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基于北斗卫星通信技术

 及互联网技术，实现对地质

 调查工作的地空一体化全过

 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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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部署、项目管理、预算

 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地质调查工

 作主要业务领域，实现地质调查业

 务管理协同工作、信息共享、综合

 部署。平台由“综合应用”、“数据

 管理”、“通用服务”、“专题应用” 

和“数据获取”等部分组成。各业务

 子系统按照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流

 程，实现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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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地质调查工作综合管理的主要系统，基于地质调

 查业务网络，实现各类地质调查成果数据、管理数据的综合

 集成展示，为国家地质调查工作业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年度工作项目部署展示



计划项目！

工作项目！

项目执行预算、项目实物

 工作量等信息的综合监控

野外项目的工作位置！



地质调查工作部署辅助支撑信息系统，通过地质
 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数据库建设，形成中央和地
 方多专业领域综合部署的协同工作平台。为全国地质
 调查部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辅助决策、信
 息协同处理、综合展示的辅助工具平台。



在部署“一张图”基础上，利用系

 统提供的功能，可以开展：（1）
 部署规划编制；（2）年度计划编

 制；（3）立项论证；（4）工作程

 度更新等项工作。

各参与规划部署及计划编制的

 人员，可以查询浏览所关心区域的

 以往工作程度，利用利用协同工作

 功能，也可以查看到相邻区域的部

 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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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各省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地质调查工作程度“一张图”的
 编制和数据库的建设。2013年，在此基础上，六大区和各省将继续完成

 工作程度“一张图”数据库的更新完善，并在统一的平台上，开展年度工作

 部署。各省厅应落实部门或单位参与数据更新和维护工作，六大区项目办

 分别负责牵头汇总相关省数据。



实现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全过程信息化管

 理。涉及的主要环节包括：任务书下达、设

 计审查、野外质量检查及项目质量抽查、成

 果审查、成果登记，资料汇交等。也包括工

 作进展报告和统计年报等功能。 通过该系

 统，可以实时监控到所有地调局组织实施的

 工作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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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从2010年开始试运行，2013年将继
 续推进在管理全过程中的实施，要求各项目承担

 单位和各级管理部门，均应利用项目管理系统对
 项目进行管理。



系统可以对工作单位的经费情况进行综合管理，在规

 范规范经费管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跟

 踪预算执行情况。系统提供查询、浏览、统计分析功能，

 为预算、财务、资产管理和决策提供基础支撑。



实现安全生产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管理，提高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提高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的安全保障能

 力，在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国际互联网优势的基础上，

 建立安全生产协同管理平台。



中国地质调查局
安全生产管理平

台

出队审批

通知新闻

培训考试

安全检查

基地安全

事故应急

防护用品

法律法规

日常管理

野外工作组汇总

代办事项

填报审批表

已填报项目

已审批项目

注销项目

草稿箱

局通知新闻 本单位通知新闻
其他单位通知新

闻
添加通知新闻 通知新闻管理

学习课件 管理课件 添加课件 在线考场 考试管理

检查登记 隐患管理 检查记录 意见反馈

重点部位 消防设施 检查抽查 隐患管理

事故报告 应急处理 事故结案 事故档案 处理进展情况

发放登记 发放查询 发放汇总

法律法规 局规章制度 本单位规章制度
其他单位规章制

度
法律规章管理 添加法律法规

填写工作月报 填写工作季报 查看工作季报 查看工作月报 管理工作月报 管理工作季报

整改通知

各单位事故情况

过期提醒

西部保障

西藏 青海 新疆 内容管理 添加内容 进入野外工作站

机构人员 设置机构人员

系统管理

单位管理 添加单位 用户管理 添加用户

该系统除了具备对地质调查单位安全生

 产的日常管理以外，在2012年突出了两个

 重点。

一是，要求承担地质调查的单位在出野

 外前，均应按照本系统要求进行出队备

 案。

二是，要求各具有野外地质调查项目的

 单位，均应配备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各管

 理部门和相关单位均可以利用该平台查看

 野外出队情况，一旦发生野外安全事故可

 以实时进行监控和指挥。



装备动态管理系统，覆盖了装备从预算采购、验收入

 库、发放使用、工作安排、工作统计、报废报损的全的流

 程覆盖；提供事前预警、事中审批、事后监管机制；提供

 多维度、一站式查询和图形化展现，全面监管地质调查装

 备的配置、运行使用状况。



●装备基本台账查询与管理

●装备构成查询与分析

●装备新增查询与分许

●装备使用查询与分析

●装备闲置查询与分析



三、地质调查数据处理专业软件

野外调查数字化

室内数据综合管理

智能化多元数据
辅助分析与处理

调查成果辅助生成
二维表达向三维表达

基于北斗卫星技术，向
生产调度指挥系统衔接

向野外移动服务，智慧

 找矿方向发展。

实现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



1.数字地质填图系统DGSS

数字地质填图系统，由数字地质填图系统（RGMap）、探矿工程

 数据编录系统（PEData）、数字地质调查信息综合平台

 （DGSInfo）、资源量估算与矿体三维建模信息系统（REInfo）组

 成，实现了从地质矿产资源野外调查到地质图、矿体圈定、矿床地

 质建模、品位估计和资源储量估算全过程的数字化。逐步成为国内

 地质调查领域的主流软件和工具。该软件目前是国土资源部地质勘

 查甲级资质认证推荐软件。



◆基于GPS定位和电子罗盘测量，地质调查地质点、地质界线、

 点间分段路线地质数据描述，产状、素描、化石、照片、样品、地球化

 学数据、重砂、矿点检查等数据采集。

◆具有探槽、浅井、坑道、钻孔探矿工程野外数据采集与原始地质

 编录，并现场实时自动形成探槽、浅井、坑道、钻孔探矿工程图件等功

 能。

◆满足完成野外手图、PRB图幅库、实际材料图、编稿地质图及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整个过程的要求，覆盖各种比例尺填图全过程。

◆具有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储量计算、矿体三维显示与分析等功

 能，可以输出各种与储量计算有关的表格与图件



2.航空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软件GeoProbe Mager

航空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软件GeoProbe Mager，
 是集磁力、重力、伽玛能谱、电磁数据处理与成图、数

 据转换处理、综合分析、成矿预测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软件系统。



◆1航空物探数据预处理：

◆2磁力数据处理：

◆3电磁数据处理：

◆4能谱数据处理：

◆5位场数据转换：

◆6数据综合地质解释：

◆7重磁三维解释：

◆8数据成图：

◆9辅助工具：



3. 物探重磁电数据处理与解释软件系统RGIS
具有重力和磁测数据可视化管理、数据预处理、数据处理、重磁电正反

 
演、图表图形图像处理及制作的一套多功能的资源勘查地球物理信息系统软

 件。是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甲级资质认证推荐软件。经过广泛使用反馈与逐

 年功能补充，目前升级为RGIS2012版本。该软件在重磁电数据处理及成果

 
表达方面的功能基本可以满足基层物探与科研工作对重磁电资料处理解释的

 需求。



系统主要功能系统主要功能：①基于：①基于GISGIS功能管理空间点位、图形、区域重力功能管理空间点位、图形、区域重力

 和航磁、地磁数据及电阻率、极化率、大地电磁、瞬变电磁数据；②和航磁、地磁数据及电阻率、极化率、大地电磁、瞬变电磁数据；②

 数据投影转换与预处理；③重、磁面积测量数据的频率域和空间域转数据投影转换与预处理；③重、磁面积测量数据的频率域和空间域转

 换处理；④重、磁剖面测量数据的频率域和空间域转换处理；⑤重、换处理；④重、磁剖面测量数据的频率域和空间域转换处理；⑤重、

 磁异常正反演解释，⑥电法数据处理；⑦重力基础图件和重、磁处理磁异常正反演解释，⑥电法数据处理；⑦重力基础图件和重、磁处理

 解释成果图件制作与输出；⑧电法拟断面图制作与输出。解释成果图件制作与输出；⑧电法拟断面图制作与输出。

RGIS2012新增功能：

（1）重磁异常模型库

（2）1:5万重力测量中区地改计算

（3）有效磁化强度计算、网格数据提取

（4）2.5D磁异常可视化交互正反演

（5）三维起伏地形重磁异常自动反演

（6）三维重磁异常人机交互正反演

（7）2.5D与3D模型人机交互编辑与三维模型构建



4. 区域地球化学数据管理分析系统GeoMDIS

用于区域地球化学、多目标地球化学数据管理、处理、分析、

 转换与制图。 该软件目前是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甲级资质认证推荐

 软件。



A.数据预处理

B.地球化学数据处理

C.多元地质统计

D.数据处理与模拟

E.异常分析

F.分形处理

G.分类统计分析

H.生态系统评价



近期目标
夯实基础、整合信息、构筑平台。实现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远

 景调查、地质灾害调查、地下水资源调查等核心地质调查业务

 主流程信息化，全面推广应用相关系统；基本建成国家地质资

 料数据中心，形成完善的国家地质数据体系；构建地质资料信

 息服务集群体系，开发一批权威的、具有广泛应用需求的系列

 化信息服务产品，基本建成地质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中长期目标

健全体系、完善产品、良性运行。全面实现地质调查主流程信

 息化，促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现代化；形成较为完善、可持

 续更新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体系; 完成地质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建设，建成由国家、省（区、市）及行业部门等多级结点

 组成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体系，并实现良性运行；建成

 与国家地质工作体系相适应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政策与标准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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