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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的特征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档案

种类和特征

1.1 大数据的特征

大数据明显表现出来的有四个特征：一是数据规模庞大。

已经由 TB级别上升到了 PB级别。二是数据类型多样化。包

括地理位置、图片、视频和文字等[1]。三是数据价值的密度较

低。以视频监控为例，就算持续不断地进行监控，其实可能只

有一两秒存在有用数据。四是数据处理速度较快。主要凭借这

一点来区分海量数据和大数据。

由此可以看出，并不能将大数据简单定义为海量数据，大

数据除了包括大量数据、数据集和数据处理规则外，更重要的

是其能将有效数据从海量数据中迅速提取出来。

1.2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种类

按结构体系划分，测绘地理信息档案主要被分为地理国

情普查、工程测量、界线测绘、大地测量、地图制作、地理信息

更新和采集、遥感影像获取等；按档案形成阶段划分，可以将

其分为成果类档案、技术类档案和管理类档案；而按载体和档

案形式就可将其分为数据、声像、电子文件、图表、图件、数据

和文字等。

1.3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的特征

1.3.1 数据体量大

随着传感器和测绘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获取测绘数据的

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档案数据自然也就发生了极速增长。

1.3.2 数据类型多

数据呈现多样化趋势，包括声像、图表、图件、数据和文字

等，同时还包括三维产品和数据等数据类型。

1.3.3 地理位置信息

地物和地表是地理信息测绘工作开展的立足点，最后得

到的档案资料自然也脱离不开某一地理位置。

1.3.4 利用率不平衡

成果类型的档案被社会充分利用，有较高的利用率。但对

于其他类型的档案却没有足够的开发，利用率自然也就不高。

2 基于大数据的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资源

建设

2.1 扩展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资源的内容和范围

2.1.1 构建时空地理信息数据

数据是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的基础，从目前看，测绘地理信

息档案中，纸质文档还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想推动大数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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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步伐，首当其冲就是要实现档案数字化。除了实现数字化，

信息化同样重要，即测绘地理信息在采集元数据的同时，也不

忘添加历史档案等时空属性的信息，包括档案用户信息和利

用情况等，以实现地理数据信息的时空性[2]。针对时间维度上

各种地理要素的变化进行分析，以此来丰富地理数据信息量，

使数据源更加庞大，进而更好地判断和分析地理要素变化特

征和规律。

2.1.2 丰富和扩展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资源

采集中国历年来的统计信息，包括政府、气候、文化、经济

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信息，再融合地理数据信息进行处理。

由此可以统计出生产力的布局、城镇人口的密度、城乡边界、

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等方面的变化，再利用科学手段构建出数

学模型，进而探究出发展规律，为各行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

助力。

2.2 构建非结构化的档案资源数据库

非结构化的数据增长是目前面临的问题，而构建的数据

管理模式要满足数据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档案类型较多，很难

准确预测出已归入档案的数据体量和类型，也就暴露出数据

库弹性和扩展能力有限的问题，进而阻碍了档案资源的充分

利用。而新数据库———NoSQL 的出现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其丢弃传统数据库的特性，转而利用多节点分布式的方式，更

有利于大数据的管理和存储（见图 1）。

3 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信息档案资源的

应用和展望

3.1 实现数据的自动获取

还在使用传统模式时，都是通过收集生产部门所上交的

现势资料和数据来获取测绘地理信息档案。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可以自动识别出人员活动和网络中的有效信息，以此

来实现数据库信息的更新和补充。在设置好监测对象和规则

对象后，就能自动完成对现势资料的收集。例如，政府发布的

变化行政区划的公报等。另外，依照标签实现分类汇总，在需

要利用和查询档案时，自动形成和记录统一数据。

3.2 实现数据入库更新的自动化

目前，大多是人工实现数据归档入库目录发表等，但随着

数据量的不断膨胀，不仅加重了管理人员的负担，且效率变

慢。大数据背景下，就是由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自动入

库、目录的自动发布等。如通过管理平台，统筹卫星发射的原

始影像和已得到纠正的正射影像，利用已纠正影像和控制

点自动识别和纠正影像监测对象的实际变化，并加以统计

和分析[3]。

3.3 智慧化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通过统计分析档案信息利用情况，发现有相关需求时，在

相关产品自动组合完成后，管理平台就自动实行提取和推荐。

结合语义分析和可视化等方面的工具，当提出了一个有关于

测绘地理信息时，就能从档案中自动提取有关的地理数据，加

以分析和计算，再反馈出结果。例如，用户要了解四川西瓜产

地的变化，数据管理平台自动提取出近三年的地表数据，如果

数据库中未存有地表数据，就可以利用遥感技术统计和识别

西瓜产地。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下，测绘地理数据信息服务的需求

得到了迅速增长，这对地理信息测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随着测绘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需要结合大数

据和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的特征，不断完善和规划

档案资源，使档案资源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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