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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数据（Big Data）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是目前国内外科技界的热点问题。在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过程中，中国地理学会于 2018年

8月在西安成立地理大数据工作委员会。数据计算环境工作组是该工作委员会 7个工作组

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围绕地理大数据计算环境这一议题，组织全国地理大数据领域科技工

作者开展系列学术活动，促进地理大数据从共享到科学发现之间的关键环节——数据计算

的发展，为地理科学发现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大数据工作委员会数

据计算环境工作组成立以后的第一项学术活动是在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举办以“A·B·C

助推地理学革新发展”为主题的“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动。 

以“A·B·C助推地理学革新发展”

为主题的“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动

于 2018年 9月 17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地理学

会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办，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承办，浙

江地理学会协办，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局支持。报告专家由国家世界地理科学

传播首席专家团队专家组成，来自浙江

大学、浙江省地质大队等高校与科研单

位的百余名师生与科研工作者参加了本

次报告会。 

“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动起始于 2017年 6月。之前，先后在北京、济南、银川、

西宁、广州、马达加斯加等地举办了 14场报告会。这次活动是“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

动的第 15场报告会。 

国家世界地理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闯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数据计算环境工作组长、国家遥感应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

 

 

 

 

 

 

 

 

 

 

 

 

 

     图 1  第 15场百校传播活动在浙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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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任柳钦火研究员，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肖青研究员，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院长夏群科教授，浙江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仁义教授，副所长张丰副教授，浙

江大学地理系副主任杜震洪副教授，浙江地理学会理事长李睿副教授，秘书长张兴平老师，

浙江大学地理系陆丽珍副教授，科学出版社万峰老师等出席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由张丰

副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夏群科教授致欢迎词，他感谢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浙江大学举办“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动。他说，浙江大学是

在地球科学领域具有 80多年历史的学校。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校长在 1936年在

浙江大学增设史地系以来，浙江大学为中国地理学界培养了一批著名地理学家和地理学人

才。在现代地理学发展中，地理学各个领域离不开数据，地理大数据的发展必将加快推进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刘闯研究员代表主办方中国地理学会、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致辞，她赞赏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承办这场报告会，并对

浙江大学“服务于海洋碳通量研究的海洋时空分布式存算一体化构架”计算平台于 2018年

8月在中国地理学大会上获得“地理大数据计算环境优秀实用案例”表示祝贺。 

 

图 2  中国地理学会 2018年 8月授予浙江大学“地理大数据计算环境优秀实用案例” 

 “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第十五场）浙江大学专场报告会由四位专家报告和互动讨

论环节组成。他们分别从地理大数据的战略和理论、技术与标准、应用与案例和浙江大学

地理大数据发展现状与展望四个角度讨论了以地理大数据为重点的数据计算和人工智能促

进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议题。 

刘闯研究员报告题目为《大数据时代的地理学》。她从大数据时代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

角度，论及地理大数据对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创新生长点。由于地理大数据涉及众多领域，

在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针对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的难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做出了通过数据出版促进数据共享的战略选择，联合创办了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建立了一整套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包括数据知识产权

认证、数据安全审核、数据质量评审等程序，实现了数据的公益性共享与服务，建立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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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机制保障，统计数据成果和作者科学影响力，从而促进数据融入到科研环节中，

让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切实参与到地理大数据的历史机遇中。 

 在数据资源和技术方面，肖青研究员的《全国典型地物波谱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报

告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肖青研究员讲述了大数据时代下地物波谱库的理论知识、发展历

程及建设现状。测绘地物波谱本底数据库是数据共享与服务的优秀案例，利用先进的数据

观测手段，实现全波段地物波谱、定点长时间序列、多尺度地物波谱的测量，建立特色数

据集。地物波谱库的建立可以应用到辅助地物分类、遥感机理模型参数化等众多方面。 

图 3  刘闯研究员做题为《大数据时代的        图 4  肖青研究员做题为《全国典型地物 

地理学》报告                           波谱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报告 

在数据计算环境和数据产品领域，柳钦火研究员做了《地球综合观测共性遥感产品生

成与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的报告。多源协同定量遥感产品生成系统（MuSyQ）获得 2018

年中国地理学会优秀计算环境实用案例，该系统实现了全球、全国及重点区域共性定量遥

感产品的自动化生产，可提升国产卫星数据支撑全球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全球变化科

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平台推动遥感数据共享，降低定量遥感应用门槛，提升国产卫星定

量遥感应用水平，可支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落实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刘仁义教授

做题为《智能时代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创新技术及实践》的报告。刘仁义教授讲述了浙江

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在地理大数据上的思考与实践。我国地理时空大数据在多源数据

获取汇聚、巨量成果存储管理、智能化决策服务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已经进入了地

理时空大数据的新阶段。带着这样的认知与担当，浙江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在智能时

代地理时空大数据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技术及实践。在云计算环境下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

组织与管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高时空关联的弹性扩展存储理论体系；在地理时空

信息的高性能计算方面，创新性的构建了分布式云环境下地理空间数据高效能存算一体化

计算模型，突破了传统大规模空间数据计算技术瓶颈；积极探索后云时代的创新技术——

雾计算，开展大量研究；建立服务于海洋碳通量研究的海洋时空分布式存算一体化架构；

在地理时空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方面有所突破，已应用在复杂地学分析及时空事件变化预

测、时空数据聚类、数据挖掘等诸多方面。研究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8年度“全

球综合观测成果管理及共享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将充分利用国产系列卫星数据成果，

打破数据壁垒，开展全球综合观测成果管理及共享服务技术研究，实现数据高效汇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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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快速响应、遥感智库决策支持，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重大需

求，实现需求驱动的全球观测成果主动智能发现与聚合，支撑全球巨量观测成果的高可用

与深度共享。 

“地理大数据百校传播”活动浙江大学专场的报告和互动加深了参会学者之间的学术

交流。正如刘闯研究员在总结时所说，“A·B·C”不仅代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

更代表着地理学人扎扎实实在大数据时代迈出第一步，并走好进程中的每一步；浙江大学

为全国做出了榜样。 

  

图 5  柳钦火研究员做题为《地球综合观测共性遥感产品生成与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报告 

 

  

图 6  刘仁义教授做题为《智能时代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创新技术及实践》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