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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复杂地理环境的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技术”项目申报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示 

一、项目名称： 

面向复杂地理环境的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技术 

二、推荐单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三、推荐意见： 

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是省政府 2013 年部署的重点工作，项目总投资 5.59亿元。本研究

是此项工作的主要技术支撑，针对浙江省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地形地貌多样，地表景观分类复杂、

破碎程度高的特点，经过 3年的联合攻关，攻克了面向复杂地理环境的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系

列关键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地理国情空间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省市县一体化的人居

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方法体系处于国际领先。本研究形成省政府规章 1部、编制地方标准等技术规

范 13 项、撰写专著 1部、发表论文 21篇、取得软件著作权 12项。研究成果解决了省市县地理国情

普查监测从概念到操作无章可循的难题、突破了海量高精度基础数字地形及高分辨率影像信息提取

的技术瓶颈、解决了国际上面临的超大规模高复杂度地理空间数据高效存储管理和高性能计算难

题、创新构建了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理念的地理国情统计分析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全面支撑

完成了省级、11个市及所有县（市、区）的普查监测工作。在全国率先编制了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

法，保障了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的顺利开展。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空间性规划多规合一、自然资源

审计、大湾区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生态环境保护等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本研究为全国及其它省份开展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法规保障、标准规范、技术支撑、应用服务

等体系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推荐该项目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四、项目简介： 

地理国情是地形地貌、地表覆盖、建筑物等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位置、面积、特征

及其相互关系。2013年，浙江省启动了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总投资 5.59亿元。在开展地表覆盖等

国家普查任务的基础上，浙江立足实际，增加了大陆海岸线等 13 项省普查监测内容、城市停车位等

105项市县普查监测内容。  

本研究是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的主要技术支撑，针对浙江复杂的地理环境，经过 3年

攻关，攻克了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技术，经专家鉴定及技术检索，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率先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标准规范体系。编写了地方标准等技术规范 13项，

解决了省市县地理国情普查监测从概念到操作无章可循的难题。其中《城镇建成区调查技术规范》

（DB33/T2151-2018）是全国唯一的建成区调查标准。标准规范体系已连续四年指导省市县普查监测

工作。 

2.针对复杂地理环境创新发展了地理国情信息提取新技术。研发了海量基础地形参数提取及高

分影像智能提取关键技术，已应用于全省地形地貌及水土流失监测、地表覆盖变化检测及成果专题服

务，提高效率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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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研发了超大规模地理国情信息高效管理和云服务技术。突破了超海量地理国情数据高效

存储和计算的技术瓶颈，填补了国内地理国情数据自动更新机制的空白。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

中地理国情空间大数据的高性能计算处于国际领先。基于该技术研发软件系统 12 项，存储管理全省

地理国情数据近 60TB，实现了千万级图斑检索统计秒级响应。  

4.建立了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理念的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在构建省市县一体化

的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技术方法体系方面有重大突破，提高了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成果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利用该技术编制了省市县三级分析评价报告共 306份，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5.在全国率先制订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已由省政府颁布实

施（省政府令第 361 号），保障了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工作的开展。 

形成省政府规章 1项、专著 1本、地方标准等技术规范 13项、论文 21篇(SCI/SSCI 9 篇)，获得

软著 12项。成果全面支撑了省级、11个市及所有县市区的普查监测，应用于发改、审计、建设、环

保等十余个省级部门，服务于多规合一、自然资源审计、大湾区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等省委

省政府重点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五、第三方评价： 

1.学术评价： 

省政府规章 1 部、地方标准等技术规范 13 项、专著 1 部、论文 21 篇、软著 12 项、受理专利 1

项。 

2.行业鉴定专家评价： 

2019年 1月 27 日，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学会组织了本项目成果鉴定会，由潘德炉院士、史文

中教授等组成的专家组认为：“该成果的总体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其中省市县一体化的人居环境适宜

性综合评价方法、模型及指标体系的建立处于国际领先。”  

2017年 3月 18日，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对本项目“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服务平台关键技术”

组织了成果鉴定会，以刘先林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地

理国情空间大数据的高性能计算效率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2016年 9月 19 日，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了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

情普查验收会，以李德仁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项目构建了地理国情普查与监测技术体系，研

发了基于云架构的集弹性计算、高效增量更新于一体的地理国情管理与发布系统。技术路线科学、方

法先进。普查成果已在空间性规划‘多规合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领域开展了应

用，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好评。” 

3.国内外查新报告结论： 

根据编号 201933B2100437 的查新报告：①制定的《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在其他

所检国内外文献中未见述及；②提出的填洼与流向一体化分析策略…，除部分特点在合作单位发表的

文献有部分述及外，在所检其他国内外文献中未见具体述及；③建立的面向云存储架构的 PB 级地理

国情多源时空大数据存储管理体系…，在所检国内外文献中未见具体述及；④构建的省域人居环境适

宜性评价方法、模型及指标体系，在所检国内外文献中未见具体述及。 

4.用户评价：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使我委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更加快捷、高效、合理，更有效地推进

了全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常态化监测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监测预警效率和精准性。” 

省审计厅：“使审计工作更快捷、高效，更有效地推进了‘事前审计’和‘非现场审计’的进程，

极大地提高了审计效率和审计结果地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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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显著提升了城乡规划实施监测的工作效率，有效促进了我厅对违法、违

规建设活动的事前、事中监管，实现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快速发现和及时处理，有力提升了规划管

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省文物局、海洋二所等单位认为该研究显著提升了“三线

一单”编制、全省水土流失监测、全省森林资源变更调查、大运河文化遗产监测、海岸带生态空间格

局分析等工作的效率。 

5．其他评价： 

2018 年 12月 15日，中国自然资源报关于测绘地理信息领域法制建设 40年成就综述中提到 “《浙

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成为全国首个有关地理国情监测的地方政府规章。” 

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 

 

2.非完成单位应用情况 

 

3.社会效益： 
（1）为全国及其它省份开展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法规保障、标准规范、技术支撑、应用服务等体

系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2）为省级重大战略、重要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高精度、高时效的地理国情数据和技术服务，有

效保障了工作的高效、精准开展。通过服务省级空间规划编制、城乡规划实施监测，大幅提升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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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利用的效率及合理性，推进了空间治理体系建设；通过在全国率先开展服务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提高了审计效率及结果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促进了自然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相关成果在全国各省审计系统得到应用推广，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通过服务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林业资源变更调查、水土流失监测等工作，促进了我省环境保护
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环境治理的针对性。 

（3）为“现代田园城市”、“美丽幸福家园”等市县重大决策的实施，提供了针对性、综合性
的决策参考。通过对市县地理国情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对准确掌握市县地理国情本底，科学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为推进市县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4.间接经济效益： 
本研究是社会公益性项目，研究成果指导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

了人力成本，节约了财政经费支出。并成功应用于空间规划编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项目，大大减少了发改、生态环境、审计部门的重复投入，经济效益显著。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八、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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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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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 
冯存均：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组组长，地理国情监测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担任技术总负责，本项目占其工作量 70%，对全部科技创新点做出
创造性贡献。负责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主持编写知识产权 2（列第 1）；创新提出地理国情信息提取
关键技术，发表论文 4（列第 3）、5（列第 3）、6（列第 2）、7（列第 3）；负责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
云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主持研发知识产权 1（列第 1）；提出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主持
编写专著 1（列第 1）；率先提出地理国情监测工作机制，发表论文 2（列第 1），作为主要编写人员
制订《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1 号）。 

崔巍：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组组长，本项目占其工作量 70%。
主要贡献为：负责项目的综合管理，指导解决全部创新点的关键技术问题，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
制订了《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参与构建标准规范体系，牵头研发了地理国情应用平台。
带领团队超前设计，开展大量成果转化应用,推动项目科技创新成果在空间性规划多规合一、自然资
产审计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 

左石磊：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组成员，分项技术负责人，本项目占
其工作量 70%。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3、4、5中做出了贡献。负责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参与编写知
识产权 2（列第 3 位）；提出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编写论文专著 1（列第 2位）；提出大
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主持研发知识产权 1（列第 3位）；参与地理国情监测工作机制
研究，发表论文专著 2（列第 2位），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了《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的
制订。 

陆玉麒：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4做出了贡献，主要参与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的研发，
提出了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方法、模型及指标体系，发表论文 3（列第 4 位），显著提升了人居
环境适宜性评价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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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孝灿：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2做出了贡献，提出了海量高精度基础数字地形参数提取和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智能提取技术，发表论文 4（列第 6位）、5（列第 5位）、6（列第 5位）、7（列第 4
位），显著提升了地理国情信息提取的精度和效率。 

詹远增：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3、4中做出了贡献：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编写知识产权 2
（列第 10位）；参与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研发，参与研发知识产权 1（列第 6位）；
参与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研究，编写专著 1（列第 7位）；参与地理国情监测工作机制研
究，发表论文 2（列第 3位）。 

项志勇：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负责《浙江省大陆海岸线监测技术规程》的编制；负责全省
近 5 万平方千米地理国情普查作业生产，参与地理国情信息提取技术研究，试用该技术并积极反
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参与地理国情应用平台的设计研发，负责乐清市、嘉善县等 5市县统计
分析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方法进行了反馈，协助完善了该技术。 

张丰：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主要参与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的研
发，提出了面向云存储架构的多源海量地理国情数据存储管理体系、面向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处理
的异构云计算框架、基于联动约束和公共边约束的地理国情增量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发表论文 8
（列第 2位），主持研发知识产权 1（列第 2位）显著提升了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存储、管理和运算
的效率。 

熊倩：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4、5中做出了贡献。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参与编写知识产权 2（列第 10 位）；参与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研究，编写专著 1（列第 4
位）；参与了《浙江省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1号）的制订。 

龚丽芳：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参与《基于 InSAR 的浙江省平原区地面沉降监测技术规定》
的编制；负责运用 InSAR技术开展全省平原地区地面沉降监测；负责台州等市县情普查和统计分析
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方法进行了反馈，协助完善了该技术。 

葛中华：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质量监督组组长，负责组织全省地理国情
普查监测数据质检工作，参与地理国情数据质检系统开发，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该项技术。 

周友生：负责全省近 5万平方千米地理国情普查作业生产，参与地理国情信息提取技术研究，
试用该技术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负责海盐等 17市县统计分析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
方法进行了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 

沈正中：负责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负责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成果的归
档与管理；参与地理国情数据管理及发布系统的建设，组织在数据管理中应用该系统，并积极反
馈，协助完善该项系统。 

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省地理信息中心的冯存均等人与合作单位浙江大学的章孝灿团队从 2014年开始合作，共同开展

本项目中地理国情信息提取关键技术的研究，合作方式包括合著论文以及共同立项等。 
省地理信息中心的冯存均等人与合作单位浙江大学的张丰团队从 2014年开始合作，共同开展本

项目中关于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服务关键技术的研究，合作方式包括共同知识产权以及共同立项
等。 

省地理信息中心的冯存均等人与合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的陆玉麒团队从 2014 年开始合作，共同
开展本项目中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的研究，合作方式包括共同立项。 

省地理信息中心冯存均等人与合作单位省第一测绘院的项志勇等人、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的
龚丽芳等人、省测绘质量监督检验站的葛中华等人、省第二测绘院的周友生等人、省测绘资料档案
馆的沈正中等人共同开展“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其中，省地理信息中心作为该项目技术支
撑单位，负责全省技术指导、遥感影像处理、遥感影像自动解译、普查成果建库及信息系统建设、
统计分析、成果应用推广等工作，开展了地理国情监测管理办法编制、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信息智
能化提取、数据高效管理与存储、分析评价等技术研究工作；省第一测绘院和省第二测绘院主要负
责全省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内外采集、部分县市统计分析等工作；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开展平
原区 INSAR地面沉降监测、部分县市统计分析等工作；省测绘质量监督检验站负责普查成果质量检
验等工作；省测绘资料档案馆负责资料收集与分析、成果管理发布与归档等工作。 

十一、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浙江省地理信息中心，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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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理信息中心（加挂省地理国情监测中心，地理国情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
现已更名为省自然资源监测中心）是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作为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工作的技术
支撑单位。 

本研究由省地理信息中心统一协调、监督和管理，负责全部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克了面向复杂
地理环境的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的系列关键技术，包括具体研究工作的实施、地理国情监测管
理办法的编制，相关研究报告编制、系统设计研发、标准规范编制以及成果应用推广。该单位不仅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浙江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工作，还成功应用于发改、审计、建设、生态环境、水
利、林业、海洋等部门，服务于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2.浙江大学，排名 2。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浙江大学主要参与地理国情信息提取关键技术、大规模地理国情数据云

服务关键技术的研究。提出了基于 DEM的海量基础地形参数提取关键技术，研发了融合地理自相关
性、面向对象与机器学习的高分影像智能提取技术。研发了超大规模地理国情信息高效管理和云服
务技术，为突破超海量地理国情数据弹性存储和高性能检索的技术瓶颈提供了重要思路，提出了基
于联动约束和公共边约束的地理国情增量信息提取与更新机制。 

3.南京师范大学，排名 3。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南京师范大学主要参与地理国情数据挖掘分析关键技术的研究，提出了

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方法、模型及指标体系。提出了适用于县域尺度生态资产空间化评估方
法，为揭示县域范围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空间规律性提供了重要思路。 

4.浙江省第一测绘院，排名 4。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主要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负责《浙江省大陆海岸线监测技术规程》

的编制，并作为地理国情信息提取技术的重要应用单位，承担全省近 5万平方千米地理国情普查作
业生产，对该项技术成果进行了实际应用，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完成了乐清市、嘉
善县等 5个县（市、区）地理国情统计分析评价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方法进行了反馈，协助完善
了该技术。 

5.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排名 5。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主要参与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负责《基于 InSAR的浙江省平原区地面沉

降监测技术规定》的编制，开展了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黄平原等平原区地面沉降监测工作。
开展了台州市、椒江区等 6个市县的地理国情统计分析评价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方法进行了反
馈，协助完善了该技术。 

6. 浙江省测绘质量监督检验站，排名 6。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主要参与研发了地理国情数据质检系统，完成了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

成果的质检工作，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 
7.浙江省第二测绘院，排名 7。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作为地理国情信息提取技术的重要应用单位，承担了全省近 5万平方千

米的地理国情普查作业生产，对该项技术成果进行了实际应用，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
术。完成了海盐县等 17个市县地理国情统计分析评价工作，对分析评价技术方法进行了反馈，协助
完善了该技术。 

8.浙江省测绘资料档案馆，排名 8。 
本研究参与单位之一。负责全省地理国情普查监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负责全省地理国情普查

监测成果的归档与管理；主要参与地理国情数据管理及发布系统的研发，对全省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进行管理，对系统进行了实际应用，并积极反馈，协助完善了该项技术。 

十二、知情同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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