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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信息化对人们的工作生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在钻探工程领域，

“地质云 3.0”平台为钻探行业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撑和信息共享。本文结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云 3.0”平台发

布，详细阐述了“地质云 3.0”平台在钻探领域中的应用，方便钻探行业从业人员，更加高效、便捷地使用“地质云 3.0”
平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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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eocloud in drilling
CHEN Jianming1，MENG Yiquan1，REN Qiwei1,2，ZHANG Hua1，MA Lin1

(1.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Techniques, CAGS,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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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times advances，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mplicit
role and influence on people’s work and life. In the field of drilling engineering，the Geocloud 3.0 platform provides a
huge amount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for drilling industry. This paper，based on the release of Geocloud 3.0
platform b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elabo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Geocloud 3.0 platform in the drilling field，so as to
help drilling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o use Geocloud 3.0 platform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ir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conven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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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

治家的深刻洞察力，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做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4］等一系列治网新理

念、新思想及重大举措，形成了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思想，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十三五”以来，中国地质调查以信息化作为新时

代地质调查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按照地质云、大数

据、智能化“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地质调查信息化

工作方面取得了以“地质云”为核心的一批重要成果，

创建了高效安全的“地质云”平台。2021年 5月 26日，

地调局宣布“地质云 3.0”正式上线服务。“地质云 3.0”
是由地调局研发的国家地球科学大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自 2016年以来，地调局持续推进信息化与地质调

查业务深度融合，实现了从“地质云 1.0”到“地质云 3.0”
的迭代升级，信息化建设作为新时代地质调查事业转

型升级两大引擎之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1 地质云建设背景

2015年 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针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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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提出了未来 5~10年打

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

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

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

业发展新生态的大数据行动目标。2016年 11月 7
日，国土资源部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印发了《国土资源信息

化“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国土资源网络互联互

通，加快建设“国土资源云”，构建统一的云管理平

台，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软件等基础资源服务，支

撑实现全覆盖全天候国土资源调查监测及监管和

“互联网+”的管理决策与服务信息化建设目标。

中国地质调查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及国土资源

部大数据与信息化建设总体部署，针对地质调查信

息化现状及存在问题，适时启动了“地质云”建设工

作，组织编制了《“地质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以

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国内外科研机构、局系统技术

人员和地质调查管理者为服务对象，依托云计算、互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整合共

享数据资源，按照“一核两翼五任务”统筹推进建设

“地质云”（如图 1所示）。力争 3~5年内，建成高弹

性、高效率、高可靠、高智能的“地质云”平台，实现地

质调查信息高效共享和精准服务；实现地质调查主

流程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模式；实现地质调查管理

业务一体化和协同化；实现国内外地学科研信息的

交流与多方协作。最终建成国内权威、国际一流地

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云”服务体系。

本方案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云”建设工作的

总体设计，是“地质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分布式大

数据中心建设、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平

台建设和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设计与实施的依据。

2 “地质云”主要功能

地质云目前已经实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 43家直

属单位节点全覆盖，接入了多家省级、行业、高校节点

（如图 2所示）。建成了高性能、高可靠、高弹性的信息

化基础设施。对社会需求大的多种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等数据开放了数据访问权限，提

供了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应用便利［5］。

“地质云”平台按照面向对象的不同，分为互联

网和业务网，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数据及信息服务。

其中互联网页面主要包括地质数据、地学产品、馆藏

资料、标准规范、方法与设备、业务管理、地调在线、

专业系统、云工具和调查反馈这几大模块。每个模

块下，又根据其涵盖内容不同，可以细分为多个部

分，如图 3所示。

在地学产品模块中，“地质云 3.0”平台提供地质

图 1 “地质云”建设总体方案

图 2 “地质云”省级节点

图 3 “地质云”互联网各模块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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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件、地学科普、出版物和软件等地质信息内容，其

中地质图件部分包含基础地质图、矿产地质图、能源

地质图、水文地质图、环境地质图、灾害地质图、海洋

地质图、物化遥图件和全球地质图等方面的图件内

容，地学科普包含科普图书、科普文章、科普多媒体

和模型模具等方面内容，出版物部分涉及成果报告、

地学文献、地调期刊、地调专著、专题报告、志书年鉴

和科研论文等方面，软件涵盖专业软件和综合软件，

以上资料都可通过“地质云 3.0”平台进行免费浏览

和获取，用户可结合个人需求搜索所需的资料和数

据信息。在业务管理模块，包含指挥调度、项目管

理、经济管理、标准管理、业务用户和诚信“黑名单”，

其中项目管理中涵盖项目立项、项目监管和年度考

核，方便用户查询相关地调项目的信息。其余模块，

馆藏资料包括成果资料和实物资料；标准规范模块

可以检索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标

准；方法与设备模块提供了技术方法、专利技术和仪

器设备的相关信息资料；专业系统模块涵盖了“双评

价”系统、城市地质信息系统、钻孔数据服务系统、遥

感数据服务系统、化学地球系统和工作程度服务系

统这 6大系统。此外，“地质云 3.0”给用户提供了云

邮箱、云盘、地质词典、在线翻译、文献订阅和岩石矿

物识别等云工具，方便用户更加方便快捷、高效地使

用地质云平台。

相比于互联网，业务网的数据信息更为丰富和

专业，两者的主要内容是大致相同的，业务网内容在

互联网的基础上，将原互联网的地质数据修改为地

球科学数据，使其内容极大丰富，业务网的地球科学

数据模块主要包含地质调查、自然资源、动态监测和

其他数据这四方面内容（如图 4所示）。并且在地学

产品模块中加入了地质图（GIS）的内容，涵盖了矿

产资源、水工环、物化遥勘查和地质数据科学研究等

方面的地质图集。出版物部分，增加了出访报告、培

训讲座和内部刊物的内容。在业务管理模块中，业

务网在其指挥调度部分增加了管理大数据、八项核

心资源、井场调度指挥；在综合管理部分，增加了两

重进展和装备管理，方便用户更加深入、全面地对项

目进行跟进、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3 “地质云”发展历程和“地质云 3.0”简介

“地质云”的建设目标为依托云计算、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整合共享数据资

源，建成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高智能的“地质云”

平台［8］。实现地质调查信息高效共享和精准服务；

实现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模式；实

现地质调查管理业务一体化和协同化；实现国内外

地学科研信息的交流与多方协同。力争在 2025 年，

建成国内权威、国际一流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

云”服务平台。回顾“地质云”平台的发展历程，

2017年 11月 6日，“地质云 1.0”正式上线，实现了地

质调查数据共享破冰，构建了国家地质信息共享服

务新模式；2018年 10月 18日，“地质云 2.0”正式上

线，新上线地质云手机版，基于空间位置实现了周边

地质信息随时随地智能获取；“地质云 3.0”于 2021
年 5月 26日正式上线。基于云技术，将各节点的数

据产品、软件系统与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实现统一

调度与高效共享，云端基础资源不断丰富，涵盖自然

资源多专业门类的地质云分布式数据中心，包含各

尺度、多专业国家核心地质数据库 98个，提供实体

数据云端下载，构建 8大类的地质云信息产品体系，

开发和上线地质信息产品 7000余项，并实现 14万档

地质资料、海量图书文献。2021年 5月 26日，“地质

云 3.0”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宣布上线

服务，该平台的上线将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全社

会提供权威科学的地球科学数据信息服务。

在此次发布的“地质云 3.0”版本中，按照地球系

统科学理论，整合构建了多圈层、多专业、多要素的

地球科学“一张图”大数据体系，包含了基础地质、能

源矿产、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湿

地资源、海洋地质、地下空间等 11大类和近百个核

心数据库以及 2717个要素图层，数据范围涉及地上

图 4 “地质云”业务网地球科学数据模块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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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下、陆地与海洋，精度从 1∶1200万到 1∶1万，数

据量达 7个 PB。勘探技术所探矿工程网络信息服

务系统已完成探矿工程新闻中心数据库、从业机构

基础信息数据库、钻探装备分库、人力资源分库、成

果业绩分库、实（试）验条件分库、装备制造数据库、

行业词汇数据库、视频系统等的信息化建设与共

享。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海洋地

质数据库建设、国家海洋地质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重

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天然气水合物关键

实验技术试点应用等信息化建设取得 2个数据库和

11个软件的成果［6］。

此次发布的全新版本是大数据在地质调查工作

主战场上应用与服务能力的检验与提升。面向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等，构建了

8大系列权威地质信息产品，累计发布 580万件地质

资料、3万件地质图件、22.8万个矿产地、2.5万件资

源环境信息产品、50万 m实物岩心图像、11万册地

学图书、上亿条地学文献等丰富信息产品，及时提供

相关权威综合集成信息服务，提升了对国家重大战

略和重大社会需求的精准服务水平。创新性成功研

发岩石矿物智能识别工具，可对 70余种常见矿物和

岩石图像进行快速识别，创新和丰富了科普工作方

式和内容，满足了公众科普需求（如表 1所示）。

在进一步深化对地球认知的基础上，“地质云

3.0”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支

撑。目前已成功建成全国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国家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城市地质信息服务系统，成功

开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信息系统等一批重要应用系统，实现了对全国地质

灾害信息的互联互通与统一监控，可对全国 2万余

个地下水监测信息进行实时管控与多尺度分析评

价，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资源、环境、生态、

灾害、空间信息支撑服务，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提供

数据、工具和技术支撑［7-10］。

4 “地质云”与钻探工程相关的信息

在钻探工程领域，地质云发挥着信息共享和数

据支撑的作用，通过地质云平台，可以获取海量的钻

孔相关数据、地面仪器设备、井下的器具等相关

信息。

2020年 9月 2日，勘探技术所最新钻探成果和

技术的钻探数据专题在地质云互联网和业务网同时

发布。

该专题包括 8个功能模块：钻井工程、地面设

备、单位名录、井下器具、泥浆技术、计算工具、其他

相关、意见建议。目的是集成钻探相关的各种数据，

只需通过钻探数据专题，就可以找到需要的相关资

料，为钻探人员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用户可通

过该专题，进行钻探数据的集中检索和查询，该专题

将钻探相关数据集中起来，包括钻井工程、地面、地

上、地下以及与钻探相关的数据的集中整合（如图 5
所示）。

目前开通的专题模块有 3个，包括钻井工程、地

面设备、单位名录，其他功能模块将陆续进行开发发

布。钻井工程界面可以查看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负责的井位的位置信息和地理分布；地

面设备模块列出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研发的钻机，这些钻机可用于地质岩心钻探、水文水

井及煤层气钻探、非开挖施工、基础工程施工等领

域。分为 6大类 27个型号，包括YDX系列全液压岩

心钻机、SDC系统水井及煤层气钻机、GBS系列非

开挖钻机、FD系列反循环钻机、CGJ系列搓管机、

QHZ系列全回转套管钻机。在地面设备模块中的

钻机类型部分，有各类钻机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可供用户咨询和采购，此外，各种钻机的详细技

术参数，如动力头扭矩、动力头转速、提升系统提升

速度和提升系统提升力等等参数都一一列出。单位

名录模块将全国各大地质勘探行业单位的简介、单

位网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汇总，可供用户选择合适的

地质勘探单位。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也为用户提

表 1 “地质云”主要地质数据内容及数量统计

内 容

核心地质数据库

地质信息产品

地质资料

地质图件

矿产地

资源环境信息产品

实物岩心图像

地学图书

要素图层

数 量

98个
7000余项

14万档（580万件）

3万件

22.8万个

2.5万件

50万米

11万册

27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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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钻探工程相关的海量信息和数据，全国重要地

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是打破地质钻孔资料封锁、

解决地质钻孔资料利用渠道不畅的重要举措，是地

质钻孔资料对外提供网络化服务利用、提高地质钻

孔资料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

该平台实现了目录检索、分类导航、基于“天地

图”的位置检索、柱状图快速浏览等功能，运用了并

行计算、大数据虚拟存储、多节点集成发布与自动对

等、地质要素自动解析等先进技术。

服务平台架构按照集群的架构，按照中心节点汇

聚、分节点协同的原则进行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服

务平台设计，该架构能够灵活地实现与分节点（各省）、

中心节点（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建成和运

行，是地质钻孔资料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一项重大进

展，标志着全国地质钻孔基础信息正式向社会公众

提供网络化服务利用，实现了纸质向电子地质钻孔

资料服务利用方式的工作模式转变，提高了地质钻

孔资料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包含地图检

索、钻孔检索、数据统计、专题产品、最新资料等多个

模块，从不同角度给用户提供钻孔数据的信息，用户

可在该平台选择感兴趣的地图区域进行框选，框选

后平台可向用户提供该框选地区内所有的钻孔信息

数据和资料，包含钻孔编号、钻孔类型、主要矿种、终

孔深度、终孔日期、工作区名称、钻孔柱状图、项目名

称、保管单位名称、原始资料档号、孔口高程等等参

数信息（如图 6所示）。除了地图检索外，还可利用

钻孔检索的方式搜索钻孔的详细信息，统计方式包

括模糊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模糊检索即直接输入

关键字或者多关键字组合的方式进行检索，高级检

索可以通过搜索钻孔编号、钻孔位置、工作区名称、

项目名称、钻孔类型、主要矿种、比例尺、工作程度、

终孔深度 Z、终孔日期和项目结束时间这些参数信

息进行查询检索。数据统计模块，是将所有钻孔按

照行政区划、行业部门、钻孔类型、工作程度、终孔日

期和终孔深度这六个方面进行分门别类不同层次地

划分和统计。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由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负责管理，该平台也留

下了其单位的联系电话、传真，工作地址、燕郊基地

和秦皇岛基地的详细地址信息，方便用户联系该平

台的管理工作人员。

此外，在“地质云 3.0”平台首页，直接在搜索栏

搜索钻探、探矿等关键字进行综合搜索，也可以搜索

到与关键字相关的大量数据词条，地质云对这些大

量数据进行分类，按照资源分类、生产年份、生产机

构以及相应作者的不同，分门别类地进行罗列和展

示，其中资源分类中包含与关键字有关的期刊论文、

钻孔、地学产品、图书、学位论文、实物资料目录、矿

山地质环境、地下水动态监测点等等分类的相关资

料，可供用户进行相应的筛选选择。

综上所述，地质云平台在钻探领域中，通过大量

的数据信息资料共享，为钻探行业的业内人士，提供

了信息支撑和数据支持。钻探数据专题的发布，实

图 5 “地质云”钻探数据专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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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钻探相关的各种数据的集成，钻探行业从业者

只需通过钻探数据专题，就可以找到需要的相关资

料，为钻探人员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

5 小结

自 2017年 11月上线以来，地质云在吸纳用户

建议过程中持续演进升级，此次上线的 3.0版本已

实现注册用户数达 7万人，数据产品浏览 446万次、

下载 264万次，访问量达到 1500万次，年均访问量

约 500万次。

地质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海量的数据信息，尤

其对于钻探行业，“地质云 3.0”平台实现了钻孔数据

可检索、人员信息可查询、专业期刊可阅读、邮箱云

盘可使用、行业词汇可查询、行业标准及专著可下

载，最终还可以通过钻探数据专题实现钻探技术一

站式解决方案。

2021—2025年地质云的工作设想、计划和发展目

标，是要积极推动“地质云”英文版上线，将地质云打造

成为全球地球科学研究重要平台，面向全球提供多类

地学信息服务，成为人类认识地球、利用地球和保护地

球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等信息化

水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智能调查水平世界领先。

下一步，将进一步聚焦“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求，全面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部署，大力推进地

质调查工作流程的信息化再造与研究范式变革，提升

对地球系统的认知水平和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能

力，增强对全社会的权威信息供给和智慧化服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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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质云钻孔数据服务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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