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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diversification of mobile 

terminals, based on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of modern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ies. 

The acquisition method, application mode and service direction of big data are 

undergoing fundamental changes. Star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o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and discusses the key strategies 

for realizing knowledge servic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deep application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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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多样化，基于现代测绘和

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卫星导航定位等技术为基础的地理空间信息，其数据的

采集方法、应用模式及服务方向都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本文从大数据对地理空

间信息影响出发，主要讨论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方式的改变，对知识服务的内涵

进行解读，并对地理空间信息实现知识服务的关键策略进行探讨，为研究地理

空间信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深层次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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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互联、物联网、自媒体、传感器、网格、云计算等科技的全面发展，

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正在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根据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监测，全球数据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1］，这意味着人类产生的

数据量以几何级数上升。地理空间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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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采集方法、

应用模式及服务方向都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本文从大数据对地理空间信息影响

出发，主要讨论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方式的改变，对知识服务的内涵进行解读，

并对地理空间信息实现知识服务的技术进行探讨，探索大数据时代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方式的转变。

2  地理空间信息受大数据的影响

关于大数据的概念，百度百科和研究机构给出了定义，其中共同点都是由

于大数据的特点即数据量大、类型多、更新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地理空间信

息数据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空间性、时间性、多维性、海量性、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2］。在大数据出现之前，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在采集、存储、计算和传输

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其在样本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也存在全局数据不够

明晰的情况。由于以上两点局限性，导致对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的整体规律和动

态变化情况无法有效控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样本数据不断得到改进，

使得地理空间信息数据能够重现现实世界的原貌，从而便于对空间对象规律的

把握，进而能够为人类提供有效的空间信息服务，这种服务能够使人们更好的

生活、了解世界，预测将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的获取

方式、价值提升以及服务模式都有了不同的改变。

2.1  地理空间信息获取方式多样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源可获得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数据呈几

何级数上升。空间数据粒度在不断的细化，这就导致了空间数据泛化过程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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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3］［4］［5］。在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推动下，地理空间信息获取除了卫

星导航、数字化制图与航空摄影测量影像数据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随

着移动终端测量和传递的位置服务信息、运动信息等产生了海量的空间数据；

城市监控设备等安装的数码传感器也产生了大量的地理空间数据，并实现了实

时更新。大数据背景下对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方式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需要实

时性、全方位性、并且可以交互。

2.2  地理空间信息数据价值提升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府管理、公众生活、专业应用、知识传播等，这些

行业的发展对地理空间信息的价值在不断提升。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离不开地

理信息平台的协同助推；社会生活信息化，数字社区、智慧城市、位置服务等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多样化的地理空间信息产品；行业信息化的发展依赖于地理

空间位置相关信息的整合；信息时代、图文并茂的反映客观世界、了解事件的

空间分布、基于空间信息的知识发现和传播也对地理空间信息提出了不同的要

求。各种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深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需要实时信

息的获得，需要各方面的地理空间信息信息作为支撑来提供服务，地理空间信

息数据的价值大大提升。

2.3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方式改变

传统的地理空间信息受数据获取方式的局限，其应用对象也相对专业，基

本是按照一些测绘相关部门的需要，提供相关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由于受到

专业以及局职的能限，数据的生产与应用处于不连贯状态，甚至脱节。由于物

联网技术、网格、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信息仅提供数据的服

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而需要将数据提炼为信息，然后对大量的信

息进行联机分析进行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知识层面的决策。随着市场的竞争，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在形式上的从提供纸质产品到数字产品，在功能上从提供通

用产品到定制产品，在服务方式上也从被动服务发展到主动服务。随着移动终

端的不断发展以及数据获取方式的不管改变，地理信息服务已经由简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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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展到信息服务，最终在向知识服务方向发展。

3  地理空间信息知识服务的内涵

3.1  地理空间信息信息服务

地理空间信息信息服务是指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相关单位将通过测绘技术采

集到的数据信息经过内业处理，利用不同方法向各使用单位提供地理空间信息

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民建设对信息需求的一种活动［6］［7］。信息服务体

现在地理空间信息组织、检索与传递、用户接受等过程，即以序化的方式在特

定的时间向用户提供一定的信息，对用户的使用目的并不关心，只是将提炼的

相关的信息传递给用户，知识含量相对有限。

3.2  地理空间信息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由用户的目标驱动所形成的，必须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数据

服务单位需要了解用户的需求，用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去服务［8］。知识

服务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将地理信息增值，通过对多源地理信息

数据进行整合，用一定的分析方法产生新的信息并进行知识提取，例如，可以

利用大数据结合地理信息进行超市选址，可以对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利用叠加

分析、缓冲分析等方法，并综合考虑人流量、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档次等信

息，这种增值服务是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创新和新发现，为用户提供决策服务。

第二是地理信息产品定制，这种知识服务需要数据保障人员具备非常充分的知

识储备和经验储备，并对用户的需求掌握到位，另外还需要多项空间信息集成

与核心支撑技术，建设完善的空间信息集成框架和标准规范，形成可定制、可

扩展的地理空间信息与应用软硬件平台，地理信息产品定制需要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的结合才能更好地提高服务决策和应急响应能力。

3.3  二者的关系

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的区别体现在数据提供者的服务方式、服务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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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的需求、服务工具、分析能力和创新度等方面［9］。面对知识的缺失感，

知识服务倾向于满足外部客观世界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信息服务满足外部客观

世界能够满足需求；知识服务的内容来源于全面性的知识，包括空间数据自身

的知识也包括提供者的空间分析、空间挖掘能力等，使用的服务工具也不尽相同。

知识服务相比信息服务更具有主动性（如图 1 所示），主动考虑因不同用户的

不同需求，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甚至是决策服务，也更具有创新性。

图 1  地理信息知识服务

Figure 1  Geographic Information Knowledge Service

4  地理空间信息实现知识服务的关键技术

4.1  成果管理模式构建

结合当前地理空间信息应用特点，实现数据的多样化、动态化，数据快速

提取，提供实时保障，构建管理体系需要从数据采集、汇集、处理等方面入手，

需要建立统一的基础框架体系，建设相关规范标准，加强信息安全技术，打破

行业地域壁垒，建立分布式信息共享服务体系，将多时间、多空间条件下地理

数据、导航时频、遥感影像数据等汇集成一体化的空间数据库，解决信息孤岛

问题。由于地理信息数据内容在数据种类、来源、存储形态上纷繁复杂，而且

体量较大，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大数据资源分类体系，从管理对象、

数据存储、资源编目、数据权限与访问权限五个方面做统筹规划。

管理对象方面，需明确大数据管理对象，并确定各类数据对象如何支持扩

展以及如何归类。数据存储方面，需根据各数据资源类型特点，规划数据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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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存储模型。资源编目方面，需规划并建立全中心的数据资源编目体系，

支撑基于数据资源编目的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权限方面，需规划并建立大数

据资源的数据权限体系。访问权限方面，需规划对外提供的各类存储模型接口，

以提供数据支撑服务，数据管理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据管理

Figure 2  Data Mangement

4.2  知识需求模式的构建

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需要对用户的任务需求和知识背景进行知识需

求建模。通过梳理分析用户的任务需求、知识背景、认知习惯，获取用户不同

决策阶段、不同任务类型所需求的地理空间知识，利用向量空间模型表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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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经网络的表示以及基于用户—项目评价矩阵的表示等方法来构建知识需求

模型，为下一步进行知识服务能够更好地组织和传递地理空间知识资源并进行

应用创新打下基础。

4.3  空间地理信息知识库构建

4.3.1  基于本体的地理空间知识库构建

本体用于定义和区分实体。地理空间知识服务，是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来

获取、组织、应用相关的地理空间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包括提供者根据用户需

求利用专业知识获取的显性知识，而且也包括提供者自身能够解决问题专业知

识［10］［11］。在构建地理空间知识库时，需要与用户互动，解决提供者与

应用者之间的个性化差异以及知识资源的交流与共享。本体可以实现异构信息

和语义共享的互操作，基于本体的地理空间知识库构建包括地理本体的构建、

地理实例、规则推理，为地理空间知识服务创造了条件，实现在提供者和用户

之间进行知识传递、信息共享和服务应用的目的。基于本体的地理空间知识库

构建如图 3 所示。

图 3  基于本体的地理空间知识库构建

Figure 3  Construction of Geospatial Knowledge Base Based on Ontology

4.3.2  支持本体的知识检索和知识组合

地理空间知识库的构建，通过引入本体，将本体的知识检索和知识进行组合，

从而提高检索效率。基于本体的知识检索和知识组合，可以基于地理本体的空

间拓扑关系直接查询，也可以利用专业知识组合进行数据融合相似度进行评价

查询（如图 4 所示）。知识组合是对客观知识中单元在结构将专业知识融入到

用户的决策中，更好地体现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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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支持本体的知识检索和知识组合

Figure 4  Supporting knowledge retrieval and knowledge combination on ontology

5  结束语

地理信息服知识服务的进展取决于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发展以及用户的实

际的需求［12］。目前，大数据知识服务的概念和技术已经引起相关专家的关注，

地理信息空间数据的知识服务研究也是一个战略性的过程，将经历长期、螺旋式、

阶段性的渐进过程，需要在用户需求建模、地理空间知识构建、知识检索组合

以及可视化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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