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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的技术需求

支持多种客户端产生的地理空间数据



内容与要求

地理空间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目标

数据融合是运用一系列的技术、工具和方法整

合不同来源的数据的过程，目的在于生成经过改

进的数据集，使得数据无论在地理空间特质还是

属性特质上都能够优于来源数据集。



数据融合目标

进一步丰富数据内容；

提高数据精度；

提升数据准确性；

提升数据现势性；

改进空间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实现资源共享。



数据融合内容

矢量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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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栅数据融合

大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内容

矢量数据融合：

指将不同来源的地理空间数据，采用不同的融合规则

和技术方法，重新组合，统一物体的分类分级和属性，

进一步改善空间实体的几何精度和现势性。

目前，对矢量数据的融合方法中最主要的、应用最广

泛的方法是先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然后是几何位置

纠正，最后是重新对地图数据各要素进行重新分类组

合、统一定义。



指主要是多源遥感数据的融合，即将多源遥感数

据加以智能化合成，产生比单一信源更精确、更

完全、更可靠的数据。

提高分辨率、清晰度，提高精度和可靠性，提高

遥感影像数据的利用率。

栅格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内容



数据融合内容

矢栅数据融合：

指将不同来源的栅格数据与矢量数据采用一定的技术

手段，重新组合，取长补短，进一步提升数据的几何

精度、现势性和表达效果。包含矢量与DEM，矢量

要素与影像，矢量要素与DEM影像。

目前，矢栅数据融合最主要的应用是：对栅格数据进

行定位纠正提升精度；对矢量数据对照遥感影像等栅

格数据进行变化发现、自动识别及数据更新等，提升

矢量数据的现势性。



大数据的挑战之一是对数据的融合，融合将发挥

出大数据的价值。

数据集融合、特征级融合、决策级融合。

空间化、分析挖掘、展示及应用

大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内容



数据融合在天地图中的应用



天地图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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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图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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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图数据融合天地图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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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图数据融合

2014年省市节点融合后某城区数据变化



融合前 融合后

2014年国家节点融合后道路数据变化

天地图数据融合



融合前 融合后

2014年国家节点融合后水系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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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前 融合后

2014年国家节点融合后居民地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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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节点融合后15-16级影像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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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国家节点融合后17-18级影像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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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数据融合 县级以上道路数据融合

与交通数据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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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数据模型的统一

极大丰富了数据内容

提升了数据现势性

实现各级空间数据协同

天地图数据融合



实现各类各行业各来源空间数据的协同

数据融合目标与内容



解决思路

地理空间数据融合



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强有力的运行机制

统一的标准规范

成熟的生产技术路线

高效的软件平台

集中的支撑环境



数据融合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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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存在的困难

为什么要共享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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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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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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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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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有力的运行机制



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



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



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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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行的技术路线

汇聚 清洗 处理 更新 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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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行的技术路线



开发高效的软件平台



开发高效的软件平台

汇集、清洗、融合、分析、挖掘、服务



集中高效的运行支撑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