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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都在谈论“大数据”，甚至认为全球信息化已迈入“大 

数据”时代，“大数据”正在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价值，一切靠数据说话，凭 

数据决策，已经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大数据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建

设智慧城市的客观需要，是开启智慧时 

代的必然要求，从“大数据”的本质特征来看，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可以 

建立专属的“大数据”。测绘地理信息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 

和领域，建立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有着强烈的现实要求。在即将来临的 

“智慧中国”时代，拥有大数据量级别、高信息含量的地理信息数据是推进测 

绘信息服务走向智能化、智慧化并由此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目前我国测绘地理信息相关部门和从事地理信息数据生产与服务的企业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地理信息数据，这些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是测绘地理信息 

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已在政府决策、公 

共应急救急、规划管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与调查管理、 

水资源和水利工程调查与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与管理、森林资源调查和森林 

灾害监测、地质矿产石油煤炭资源调查与监测、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新农村 

建设、电力、航空航天、通信、地震、军事、气象、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等多 

个方面、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该客观看到，地理信息数据量 

和数据类型还有巨大的扩展潜力，现有地理信息数据的价值并未充分发挥出 

来，很多数据应用离智慧发展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密切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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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 

 
 

发展需要，充分挖掘地理信息数据的使用价值，更好地服务智慧中国的建设 

与发展。 

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已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地球上人类活动中  80% 

以上的信息都与地理位置有关。这既体现地理信息与其他信息之间强大的黏 

合度，也间接表明地理信息在信息容量方面的巨大扩展空间，可进一步去挖 

掘和提取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各类数据和信息。《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 

理论与实践》一书从数据角度将“大地图”界定为具有空间位置属性或者与 

空间位置信息相关联的数据集合，并将其广义的定义为面向特定的分析应用 

需求，以时空多维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为基础，综合采用空间分析、数据 

挖掘和模型分析等技术，形成的地理信息知识化应用的技术体系和服务业态。 

从这个定义出发，全书的内容涉及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工程、系统、 

产业等多个方面，内容全面，富有时代感。 

本书是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测绘地理信息领域行业专家编写 

的一本系统阐述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起点高、理念新， 

同时视野宽阔、内容丰富，既可作为专业性的参考读物，也适用于普通大众 

读者了解大地图的应用。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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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地理信息已经成为众多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不可缺 

少的业务应用数据支撑，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测绘 

地理信息领域行业专家编写的《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一书，从大 

数据与测绘地理信息先进技术融合发展的理念出发，面向各行业特定的分析应用需求， 

以时空多维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为基础，综合采用空间分析、数据挖掘和模型分析等 

技术，构建形成了地理信息知识化应用和服务业态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本书可为指 

导我国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建设与应用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全书展现了“大地图”建设 

的全貌，是作者们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在理论、实践和经验的分享，有利于广大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者的进一步探索和开辟视野。 

作为一本系统阐述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的专著，本书内容丰富、理念新 

颖、案例翔实、配图精美，可作为新时代地理科学专业领域的重要参考读物，也可为公 

众普及相关知识及应用。 

特此推荐本书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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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领域，对引入“大数据”技 

术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在即将来临的“智慧中国”时代，拥有大数据量级别、高附加 

值的地理信息数据，是推进测绘信息服务走向智能化、智慧化并由此转型升级的必经之 

路。“大数据”技术与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深度融合，迸发的商业价值将不可估量。 

《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作为国内首例系统阐述“大地图”概 

念的图书，正契合我国当前测绘地理信息发展的需求，对推动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信息化 

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从“大数据”角度出发，借助数据融合、数据挖掘 

等先进技术手段，结合在政府决策、公共应急救急、规划管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水 

资源和水利工程调查与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与管理、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新农村建设、 

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的经典案例，为读者勾勒出“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信息的崭新面 

貌。全书内容全面，兼具技术性和时代感，是一本系统阐述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 

实践的专著。 

特此推荐！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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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以简单的图画或符号记载周围的地理 

环境，用于军事和城市建设等活动，发展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此过 

程中，地图的理论、方法和内涵也随着人类对空间信息的认识、加工、利用 

水平的提高及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早期很长一段时间， 

受技术及认识水平的限制，地图被认为是地球表面的缩影，表现形式就是根 

据一些数学规则、运用一些符合语言，经过取舍、概括将地球上的现象表示 

在平面图上。因此，当时人们主要是从生产和技术观点研究地图生产过程， 

即只研究如何将客观的世界转变为地图，忽略了制图者和用图者的思维活动， 

从而形成以传统地图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图制图理论、方法和技术。 

到了近代，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传统地图学受到挑战，人们开始 

思索地图本质。同时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理论，以及电子技术和 

航天技术的介入，地图的内涵得到扩展，地图的功能从最初的信息获取逐步 

拓展出信息存储、信息分类、分级检索等功能，并逐步向分析、模拟、预测 

的功能发展，地图学由此进入现代地图学时代，即以地学传输与可视化为基 

础，以区域综合制图与地图概括为核心，以科学认知与分析应用为目的，研 

究地图理论实质，地图的制作技术和使用方法进入了一个综合性的科学时代。 

地理信息的智能化加工和使用服务成为研究重点领域，近代计算机、GIS、 

GPS、RS 等一系列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为地图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地图 

在空间信息获取、可视化、数据管理与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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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开启了计算机制图、电子地图、数字地图的时代。 

随着“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和“智慧城市”的发展，传统的空间信息 

显示与简单的数据存储和管理已不能满足我们对空间认知的需求，地图服务 

模式如何从传统地图的静态表达转化为终端用户“按需索取”，从静态地图转 

化为动态地图，如何使得地图更加智慧化为人类服务，成为当前地图行业， 

特别是电子地图行业的需求热点。 

目前，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全球第一，拥有丰富的数据 

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大数据部分关键技术研发不断突破，涌现出一批互联 

网创新企业和创新应用，一些地方政府已启动大数据相关工作。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兴起所引爆的第三代信息革命为现代地图学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契机。 

在此背景下，以现代测绘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卫星导航定位等技术 

为基础，以地理信息开发利用为核心，从事地理信息获取、处理、应用的高 

科技服务业——地理信息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如今，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发展地理信息产业是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地理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促进物联网、智慧城市 

以及关联服务业的发展，完善“网格化”社会管理，支撑重大项目科学决策， 

带动创业就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助推器”的作用。此外，发展地 

理信息产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地理信息已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在旅游出行、医疗卫生、扶老助残等方面应用广 

泛。加快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2008 年，中国遥感地学之父、我国遥感应用和地理信息系统科学的创建 

者和奠基人陈述彭院士亲笔题词“大地图”，提出了地图整合理念，指出地图 

行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随后，我国著名遥感学家、地理学家李小文院士发博 

文提出“大数据时代的大地图：遥感可以先行”，强调大地图向综合性更强的 

方向发展。两位院士都指出了地图的发展与行业应用融合的重要性，而大地 

图的核心是打造空间数据的“智”与“慧”问题。强调智在“智管地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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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模式、管传输过程、管服务共享；强调“慧在应用”要让空间数据应用 

模型（科学评价模型、预测模型、协同决策模型等）真正用在地图中。随着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向 DT（Data Technology）发展，如何利用大数 

据思维来挖掘空间数据的现象本质，发掘海量空间地理信息的数据价值，成 

为所有从事空间信息技术的工作者关心的问题。遗憾的是，那个衣着朴素却 

有关“仙风道骨”的“布鞋院士”李小文于 2015 年 1 月驾鹤西去，其时尚未 

能推动大地图领域的研究工作开展，本书的编制是对陈述彭院士的“大地图” 

理念的阐释与拓展，也是完成李小文院士的遗愿之一。 

本人亲历了李小文院士生前对推动大数据时代的大地图研究遗愿的嘱 

托，由衷希望《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理论与实践》能发挥好宣传和 

交流平台的作用，积极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热点问题研究，在促进测绘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书由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编，汇集了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师范大学、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等多家单位多年来在地图大数 

据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对编著和出版本书作出贡献以及关心本书 

的所有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大地图”、测绘地理信息涉及的专业知识 

较广，编著工作时间仓促，难免有谬误与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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