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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推荐书 

（2020 年度） 

一、成果基本情况 

专业评审组 国土资源管理 成果编号  

成果 

名称 

名称 面向智慧国土的土地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应用 

公布名 面向智慧国土的土地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 
胡月明、黄贤金、潘瑜春、陈志奎、张子平、文宁、邱衍庆、谢健文、

黎诚、游小敏、李春涛、谢泽林、刘玉、马星、唐铁 

主要完成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广州市华南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友元国土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组织单位 中国土地学会 

学科分类 

名称 

1 土地信息技术 代码 64090H 

2 土地科学其他学科 代码 64099H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 

任 务 来 源 
A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A4其他计划，C省、市、自治区计划，D1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具体计划、基金名称、项目名称和编号：（不超过 300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三旧改造的多源异构大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研究

（U1301253，255万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数字化监管技术研

究（ 2013BAJ13B05， 839 万元）”、“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市场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2013BAJ13B02，775万元）”；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项目“土地与矿产资源

数据分中心（2007，5000 万元）”；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面向土地资源管理与服务的

大数据开放型应用示范（2015B010110006，500 万元）”等。 
 
 
 
 

授权发明专利（项） 16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8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5年 1月 1日  完成： 2017年 12月 31日 

推荐单位推荐等级 一等奖 

申报单位申报等级 

推荐单位推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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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 广东省土地学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限 600 字） 

“十三五”特别是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在国土资源“一张图”和综

合监管及政务办公、公共服务等平台建设与应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国土资源大数据应用，全面推进以“国土资源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体系及基于大

数据和“互联网+”的国土资源管理决策与服务体系建设。大数据技术应用成为国土

资源监管、决策与服务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重要途径。 

该成果围绕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需求，以解决我

国土地管理从基于地类的管理到基于要素的管理再到基于数据的治理亟需的技术难

题为目标，系统地研发了土地数据高效采集、建库与安全检测和土地大数据分布式

管理与高效访问、土地管理与服务相关业务的智能化等关键技术，构建了集成“感

知-融合-决策-服务”全过程的 PB 级土地大数据业务运行平台。该成果总体居于国

内领先水平，在土地大数据自适应分割、多路径快速索引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该成果已在全国 10 个省 57 个市 305 个县得到应用，涉及土地规划管理、土地

利用管理、权籍调查、耕地保护等业务领域，形成了“横向关联、纵向链接”的土

地智慧治理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成果科技创新性强，社会经济效益好，应用前景广阔，符合国土

资源科学技术奖励申报要求，特此推荐该成果申报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承诺

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人代表签名：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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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简介 

土地是地表某一地段包括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多种自然

要素在内的自然综合体，还包含这一地域范围内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及相互作用

的结果。以往主要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基础的土地管理，不能体现土地自然综合体

的本质要求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作用，以土地利用现状类型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信息

系统，难以满足土地利用管理、土地规划管理、权籍调查管理、耕地保护和信息

化等智慧国土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要求。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资源和

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等，围绕国家大数据发展战

略和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需求，经过长达 12 年技术攻关，系统地研发了

土地数据高效采集、建库与安全检测和土地大数据分布式管理与高效访问、土

地管理与服务相关业务的智能化等关键技术，构建了集成“感知-融合-决策-服

务”全过程的 PB 级土地大数据业务运行平台，形成了“横向关联、纵向链接”

的土地智慧治理新模式，解决了我国土地管理从基于地类的管理到基于要素的

管理再到基于数据的治理亟需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持、平台服务和模式探索难

题。并形成以下科技创新： 

1.研发了可配置、模块化、集成化野外土地信息采集系统，提出了土地利用

数据时态拓扑自动构建、基于日志分析的矢量数据几何变化检测、规则触发的数

据库非法修改行为检测等技术，实现了土地数据的野外高效采集、快速建库与自

动安全检测。 

2.提出了基于 AP 聚类等多种不完整土地数据填充算法、基于能量标签传播

等多种 RDF图自适应分割算法、基于路径的 RDF双层索引存储方案与基于星型结

构的分布式 RDF 索引方案，解决了土地大数据的完整性、静/动态数据分割和多

路径快速索引等难题，实现了 PB级多源异构土地大数据分布式管理与高效访问。 

3.提出了基于语义匹配的多模态数据融合、异构模态数据迁移等算法，构建

了基于知识与规则的土地评价、集约利用、市场化测度等系列业务模型，实现了

土地管理与服务相关业务的智能化。 

4.建立了土地大数据安全服务与信息运行机制，构建了集成“感知-融合-

决策-服务”全过程的 PB级土地大数据业务运行平台，形成了“横向关联、纵向

链接”的土地智慧治理新模式。 

该成果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6 件、实用新型专利 6 件，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 71项，制订标准规范 6套，出版学术专著 12部，发表学术论文 320篇，总体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在土地大数据自适应分割、多路径快速索引等方面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上述科技创新已在自然资源与农业农村领域的 15家技术机构、10家

高校和研究机构、7家企业实际应用，有效支撑了全国 10省 57市 305县的土地

规划管理、利用管理、权籍管理、耕地保护及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并取得直接

经济效益 9.79亿元，间接经济效益 508.05 亿元，展示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

广阔的应用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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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成果登记证明、评价、鉴定或验收意见和第三方检验或测试报告一致认为，

该成果系统、完整、创新显著，总体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在土地大数据自适应分

割、多路径快速索引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极大地推动了大数据技术在土地

利用与管理领域发展应用和技术进步。 

（一）成果登记证明 

1.“面向智慧国土的土地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登记证明书（见附件

1）。 

2.“面向三旧改造的多源异构大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研究”成果登记证明

书（见附件 1）。 

3.“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数字化监管技术研究”成果登记证明书（见附件 1）。 

4.“土地与矿产资源数据分中心” 成果登记证明书（见附件 1）。 

（二）成果评价、鉴定或验收意见 

1. “面向智慧国土的土地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评价意见（见附件

2）。2020 年 8 月 4 日，由郭仁忠院士、胥燕婴研究员、汤海教授级高工、邬伦

教授、吴克宁教授、吴志峰教授、杨鹏研究员、吴文斌研究员、钟凯文研究员等

9名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认为：项目围绕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国土资源信息

化建设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土地数据高效采集、多源异构土地大数据集成管理、

基于知识和规则的土地业务建模等关键技术，构建了集成“感知-融合-决策-服

务”全过程的 PB 级土地大数据业务运行平台。成果的主要创新有：（1）研发了

可配置、模块化、集成化野外土地信息采集系统，提出了土地利用数据时态拓扑

自动构建、基于日志分析的矢量数据几何变化检测、规则触发的数据库非法修改

行为检测等技术，实现了土地数据的野外高效采集、快速建库与自动安全检测。

（2）提出了基于 AP 聚类等多种不完整土地数据填充算法、基于能量标签传播等

多种 RDF 图自适应分割算法、基于路径的 RDF双层索引存储方案与基于星型结构

的分布式 RDF 索引方案，解决了土地大数据的完整性、静/动态数据分割和多路

径快速索引等难题，实现了 PB 级多源异构土地大数据分布式管理与高效访问。

（3）提出了基于语义匹配的多模态数据融合、异构模态数据迁移等算法，构建

了基于知识与规则的土地评价、集约利用、市场化测度等系列业务模型，实现了

土地管理与服务相关业务的智能化。项目相关技术成果和业务化运行平台已在全

国 10个省 57个市 305个县得到应用，涉及土地规划管理、土地利用管理、权籍

调查、耕地保护等业务领域，形成了“横向关联、纵向链接”的土地智慧治理新

模式，社会经济效益显著。评价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总体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在

土地大数据自适应分割、多路径快速索引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建设用地再开发监管平台研制及应用”成果鉴定意见（见附件 2）。2016

年 4 月 25 日由孙九林院士、唐华俊院士、张继贤研究员、蒋文彪教授级高工、

李莉研究员、汤海教授级高工、刘高焕研究员等 7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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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鉴定。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三旧改造的多源异构大数据管理分析

与挖掘研究”验收意见（见附件 2）。2018 年 3 月 14日在北京市西郊宾馆会议中

心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会同 11 位专家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

项目综合评分为 81.91 分，评价等级为 B。 

4. 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项目“土地与矿产资源数据分中心”

验收意见（见附件 2）。2012 年 5月 4日由沈青华教授级高工、姚杰高级工程师、

聂高众研究员、刘建波研究员、陈子丹教授级高工、徐泽鸿教授级高工、庄大方

教授、曾澜研究员、黄慧萍副研究员、程益民高级工程师、徐枫高级工程师、李

浩川高级工程师、彭松波高级工程师等 13 名专家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

项目完成了初步设计规定的建设任务，通过了项目办公室组织的集成测试，同意

通过验收。 

5.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面向土地资源管理与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型应用

示范”验收意见（见附件 2）。2019 年 10 月 24 日由康显桂教授、曾德炉教授、

肖菁教授、陈强研究员、戴弦高级会计师等 5名专家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

全面完成了项目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验收通过。 

6.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市场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验收意见（见附件 2）。2016 年 11 月 26 日由叶耀先教授、杨玲莉高级会计师、

向洪宜研究员、贾中骥研究员、罗明研究员、张子平研究员、吴克宁教授等 13

名专家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课题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目标任务，达到了

考核指标要求，专家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三)第三方检验或测试报告 

1.“建设用地再开发监管平台”检验报告（见附件 2）。南京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院于 2016年 3月 23日至 2016年 3月 31日，就“建设用地再开发监管平

台 V1.0”进行了检验。检验报告显示：（1）功能性：软件提供的主要功能符合

产品规格说明书的要求，所有功能均可稳定运行；（2）可移植性：软件可与不同

浏览器服务器兼容；（3）效率：在 50 个用户并发的情况下，进行查询的平均响

应时间为 2.765秒；模拟 50用户并发访问，CPU平均占用率为 30.1%，各客户端

访问正常。（4）相关技术文档所描述的功能测试环境中运行稳定，操作简便。 

2.“面向土地资源管理与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型公共服务平台”测试报告（见

附件 2）。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于 2018年 10 月 29日至 2018

年 11月 5日期间，对“面向土地资源管理与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型公共服务平台” 

进行了测试。测试报告显示：（1）文档准确，一致，易理解，易浏览，内容完整；

（2）功能符合建设方案及合同要求，模块划分清晰、操作简单易用，系统易理

解、易学习、易操作、界面清晰美观，各元素分布合理，界面风格、字体、颜色、

操作方式等一致，给用户一种良好的感观效果；（3）系统能防止用户非法登录、

已授权人员可按权限要求进行正确访问；（4）软件开发过程及维护文档清晰，易

理解，符合软件工程规范编制。测试结论为同意通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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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 10 件） 

 知识

产权

（标

准）类

别 

知识产权（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

（标

准发

布）

日期 

证书编

号（标准

批准发

布部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标

准起草人） 

发明专

利（标

准）有

效状态 

发明 

专利 

一种可定制的野

外信息采集系统

与其采集方法 

中国

（北

京） 

ZL20071

0179724.

7 

2010-

06-16 

第

639943

号 

北京农

业信息

技术研

究中心 

潘瑜春,周

艳兵,李淑

华,高秉博,

章永平,曾

志炫,单东

方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数据非法修

改行为自动检测

的方法及装置 

中国

（北

京） 

ZL20161

0757025.

5 

2019-

05-24 

第

3388928

号 

北京农

业信息

技术研

究中心 

郝星耀,潘

瑜春,高秉

博,李晓岚,

李淑华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基于子空间

混合超图学习的

交叉模态检索方

法 

中国

（辽

宁） 

ZL20171

0116758.

5 

2018-

9-4 

第

3061709

号 

大连理

工大学 

陈志奎;钟

芳明;钟华

等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基于混合层

次聚类的分布式

存储RDF数据平

衡分割方法 

中国

（辽

宁） 

ZL20151

0603743.

2 

2018-

7-6 

第

2988512

号 

大连理

工大学 

陈志奎;冷

泳林;程心

如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不完整物联

网数据混合填充

方法 

中国

（辽

宁） 

ZL20151

0274616.

2 

2018-

1-26 

第

2794645

号 

大连理

工大学 

陈志奎;赵

亮;杨镇楠 
有权 

发明 

专利 

特征显著性在图

像质量评价中的

鲁棒机理研究方

法 

中国

（广

东） 

ZL20151

0415329.

9 

2019-

6-14 

第

3414417

号 

华南农

业大学 

王卫星;胡

子昂;胡月

明等 

有权 

发明 

专利 

雾霾天视频图像

清晰化处理方法

及其装置 

中国

（广

东） 

ZL20141

0428301.

4 

2017-

6-20 

第

2524914

号 

华南农

业大学 

王卫星;胡

子昂;陆健

强;胡月明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支持多通信

方式的堆叠式智

能通信模块 

中国

（辽

宁） 

ZL20121

0149908.

X 

2014-

2-5 

第

1343848

号 

大连理

工大学 

陈志奎;赵

亮;贾少攀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基于 GIS 技

术的土地利用碳

排放减量化控制

优化方法 

中国

（江

苏） 

ZL20111

0327582.

0 

2015-

07-8 

第

1721399

号 

南京大

学 

赖力;黄贤

金;章志等 
有权 

发明 

专利 

一种基于 GIS 技

术的粮食作物产

量可视化新方法 

中国

（江

苏） 

ZL20131

0480267.

0 

2017-

3-8 

第

2405940

号 

南京大

学 

李焕;林木

丰;黄贤金 
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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