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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建设需求

进的来

管的好

出的去
将数据价值更好的交付给用户

让数据变得更有价值

多源数据整合

省级空间
规划体系

全国空间
规划体系

生态文明
建设

城乡规划
改革

总规改革

城市修补

市县多规
合一 生态修复

城市设计

违法建设
专项治理

……

历史建筑



建设需求-进的来

体系上，需要做数据资源规划，建设全局数据体系；技术上，需要对多源数据进行数据资源整合，横向

支撑跨部门的数据联动、纵向支撑部、省、市、区县的数据交换；实践上， 需要形成数据共享、更新

、维护机制，以数据工程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挑战一：数据从单一到多源、从静态到动态

公交车、出租车GPS位置数据
线圈数据

RFID电子车牌数据

桥、隧视频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公交车IC卡数据

轨道闸机数据

p 规划文本

p 规划说明书

p 专题报告

p 图纸

p 效果图

p 案例

p PPT

p 视频、音频

p 文摘

p 版式

数据标准、接口规范不统一

运维管理难度大

数据接入难度大

海量数据加工处理效率低

缺少数据质量管理技术和制
度保障

内容

数据

新数据

空间

数据



业务上，用户关心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价值。需要建立数据洞察体系，将准确的信息

，在恰当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提供给正确的人员。

建设需求-管的好 挑战二：如何让数据更有价值

充分利用信息 ，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感知预测问题 ，
前瞻性地解决问题

整合优化资源

更有效地运作

         
       面对海量对地观测数据和各行
各业的迫切需求，我们面临着数据
又多又少的矛盾局面，一方面数据
多到无法处理，另一方面用户需要
的信息又找不到，致使无法快速及
时地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
   

——李德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挑战三：如何让数据价值更好的交付给用户

系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软件套装的交付模式已经过时。交付上，需要建立一站式

数据服务平台，将数据、算法、功能打散形成服务，按照用户需求自行组装、编排。

建设需求-出的去

1、分析与应用不够

     只是数据的提供和API接口

2、面向业务的数据产品不够
      生数据服务

3、海量数据的管理与性能存在瓶颈

     需要高性能的部署方案

传统交付模式

1、大量功能的堆积

     真正用到的功能不多

2、应用资源难以共享

     大量的规划应用分散到各个应用系统，无法进行共享性能要求高

3、计算依赖本地应用和环境

     客户端承载计算能力



数据中心建设思路

数据中心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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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建设思路

02
管的好

01
进的来

03
出的去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数据中心总体技术框架

数据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洞察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时空数据湖

混合数据云

数据资源交付



时空数据湖



技术架构：时空数据湖

消息队列集群
（MQ）

数据
采集
汇交
区

批量数据采集集群
（Kafka）

分布式文件系统
（Hadoop）

大数据计算池

商业智能分析

数据
分析
区

数据
存储
区

资源管理
(Yarn)

作业调度
(Oozie)

数据管
制区

元数据
标准管

理
(Meta 
Data

Server)

数据ETL 空间数据报建通

文件系统
（ECM）

关系型数据库系统
ORACLE

空间数据计算池
地理信息服务引擎
（ArcGIS Server）

空间数据
库引擎

（ArcSDE）

内容管理池
内容引擎

(CE)

数据仓库

计算引擎
（Spark      BigSql     BigR）

检索引擎
（CSS）

元数据库

原子表/文件 关联表 多维模型

模型管理
报表

(Report Studio)

关系表

即席查询
(Query Studio)

多维分析
(Analysis tudio)

事件管理
(Event Studio)

算子管理 标准管理 模型管理

数据质
量管理

（
Quality
Stage）

数据
架构
（

Data 
Archite

ct）

融合
能力

洞察
能力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洞察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时空数据湖

混合数据云

数据资源交付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建设目标

人的状态：

人口、居住、
就业

人的活动：

空间活动、网
络活动

城乡环境：

土地、房屋、
道路、设施

城乡运行：

交通运行、市
政运行（水、

电、气）

人

物

静态 动态

地上

地面

地下

过去 现在 未来

 ——柴彦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解决方案

数据资源规划

• 摸家底
• 理脉络
• 建架构

数据工程

• 标准模板
• 工艺流程
• 机制

数据整合平台

• 空间数据
• 内容数据
• 新数据
• 元数据



数据构成

• 数据资源
组织规范

• 数据资源
目录

数据关系

• 边界关系
• 运行关系
• 层次关系

数据管控

• 元数据标准
• 数据标准体

系
• 数据安全管

理制度

数据设计

• 数据标准
• 数据模板
• 质检规则

数据生产

• 数据调研
• 数据生产

工艺流程
• 数据更新

维护机制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数据资源规划与数据工程

数据资源规划 数据工程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数据资源规划案例

1、数据资源分散
       数据分散在各部门，往往只有各部门清楚自己的数据情况，人员

变动，交接困难。

2、部门间数据共享困难
       部门间数据共享需求迫切，但没有统一的数据脉络，难以共享。

3、缺乏有效的分析模型
       现有数据多存在于业务环节，没有专门的数据区域以供分析统计

和挖掘。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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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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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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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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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用地
选址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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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许可

规划
条件

建设
工程
规划
许可

规划
验线

竣工
核实

信访

遥感
督察

1:500
地形
图

1:1000
地形
图

…………

摸清

数据家底

梳理

数据脉络

分清

数据层次

确定

数据架构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某市案例



数据融合能力一一数据整合平台

数
据
交
换
平
台

空间数据
管理平台 综

合
服
务
框
架

内容管理
整合平台

新数据
整合平台

元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采集交换 数据加工融合 服务资源共享

ODS数据数据仓库

分布式大数据基础数据
元数据

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流数据

业务协同

决策分析

监测评估

公众服务



数据交换平台

由部、省、市三级平台组成，实现不同层级之间的数据交换传输。

• 通用性
支持各种协议、各种数据库、
webservice、file等。

• 可靠性
通过断点续传，多服务器多通道，并
联发送等技术确保数据完整传输 。

• 统一配置管理
集中管理内网交换服务器的配置，适
配器的配置也集中管理。

• 统一集中监控
实时查看交换服务器的日志信息，系
统异常能及时发送告警通知。



空间数据整合平台

红线系统

CAD一张图

综合出图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规划编制成果入库

管线成图入库工具

规划编制成果标准化软件

地形图打散入库工具
村庄规划辅助设计工具

• 覆盖过程广
覆盖编制、审批、实施多个阶段

• 涉及用户多
从测绘部门、编制单位、建设单位、
到审批单位

• 成果形式多样
辅助设计软件、标准化软件、质检软
件、入库软件

将空间数据按照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处理，最终存入统一的空间信息数据仓库，形成城市空间一张图



内容管理平台

实现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统一存储、分级授权、全文检索

• 数据量级大
单文件系统可以管理数十亿记的文件
单文件系统可以管理PB级别的数据

• 支持格式多
支持WORD、PPT、PDF、DWG等
多达600多种文件格式的全文检索

• 检索效率高
通过分布式部署、存储、索引保障并
发，百万条记录耗时秒级响应。

• 数据安全可靠
加密存储、版本管理、分级授权、完
整的访问日志。



新数据整合平台

数据源

RFI
D

通行记录

流量数据

车速数据

手机
信令
/轨
道卡
数据

GP
S
数
据

出租车GPS

公交车GPS
两客一危

GPS

数据处理

旧数据

新数据

RFID

格式修正

去重、排序
文件合并/拆

分

手机
信令/
轨道
卡

格式修正

去噪、排序

文件拆分

GPS

格式修正
去除异常数

据
文件拆分

数据采集

RFI
D

动态采集

历史采集

手机
信令/
轨道
卡

GPS
动态采集

历史采集

数据存储

RFI
D

HDFS存
储

归档备份

周期清理

手机
信令
/轨
道卡

HDFS存
储

归档备份

周期清理

GPS

HDFS存
储

归档备份

周期清理

历史采集

动态采集

• 新的数据格式
RFID、手机信令、GPS、互联网数据

• 新的数据获取方式
通过网络爬虫等手段爬取互联网数据

• 新的数据处理手段
Hadoop、Spark等分布式计算平台

• 新的算法实现
聚类分析算法

通过大量的聚类分析算法构建数据处理分析模型，借助Spark等分布式数据处理平台、HDFS分布式文

件存储技术解决新数据的计算、存储问题，进而提取数据的价值。



元数据管理平台
• 信息地图
形成完整的企业数据地图，使用户能够从全局
视角审查企业整体数据状况。

• 增强数据理解
自动化获取数据业务含义、口径、技术标准、
分布情况等，帮助理解数据。

• 数据来源的追溯
追溯业务指标、报表数据来源和加工过程，方
便内部管理、审计或外部监管的需求。

• 数据变更的影响分析
上游数据变更时，可以使用元数据产品找出下
游哪些系统可能运行出错或数据发生异常变化，
从而进行及时的修正。

通过元数据管理平台这些来源繁多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数据描述。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洞察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时空数据湖

混合数据云

数据资源交付



数据洞察能力一一从看到管再到决策



数据洞察能力一一解决方案

一库 二库 三库

数据仓库

集市
B

集市
C …

集市
A

四库

编码+SQL

商业智能

规则+模型计算

地块控规图
则的控制

人口控制

规划落实率
整体考量

规划编制合
理性评估

不合规项目
提前预警

辅助选址

冲突检测

辅助选址

大数据需
求（热力
图）

管理单元
综合评估

规划调整
对社区影
响分析

控规单元
总量控制

招拍挂预
警

交通容量
预测

模型库

认知计算

推理库

自然语言
处理

文本处理

机器学习

大数据

数据库



数据洞察能力一一模型库案例

模型管理引擎原理图

对于实时性高、数据量小的流数据分析场景，提供在线计算服务，对于实时性要求低
、数据量大的洞察需求，如历史数据挖掘，模型管理引擎提供批量离线计算能力。



混合数据云



数据交付能力

数据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洞察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时空数据湖

混合数据云

数据资源交付



服务于

城市规划编制

城市发展监测

政府政策制定

为社会公众、规划师、管理者
、决策者提供一站式

数据服务平台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建设目标

规划国土管理



服务资产

API

软件即服务

面向开发交付
• 让程序资产化，程序复用不

再是拷贝代码

• 程序调整敏捷化

• 运行效率最大化

面向业务交付
• 业务服务资产化（功能+数据）

• 业务调整敏捷化

面向用户交付
• 开箱即用，在小时内通过模

板将软件供给不同用户使用

• 用户要求调整敏捷化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建设目标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技术架构：混合数据云

隔离区

云平台

公有云（Public） 政务云(Dedicated) 私有云(Private)

 公共数据中心 私有数据中心

云基础服务
即时运行时 
Instant Runtimes

容器 Containers 虚机 Virtual Machines
+ + +

综合服务框架 分布式服务架构

+

Rest 服务

Soap 服务

编制协同

基于数据的规划协同

业务监测

内部区

认证/授权
加密/解密

路由转换

代理
组合

微服务应用的开发交付与部署运维

面向工作负载模板的自动部署配置 基础软硬件配置

代码
托管

DevOps

持续
集成

自动化
部署

应用运维管理

服务
管理

安全
管理

统一服务目录-SaaS

省级
租户

市级
租户

县级
租户

。。。

业务办理

SOE服务

数据
服务

功能
服务

模板
服务

计算
服务

应用
构建

行业
租户

规划管理

辅助决策

公共服务

跨部门协同 省市县协同
业务管控

数据开放 公众参与

基础运维管理

基础环境巡检



服务注册：
将服务交给平台，由平台来简化并维护“互访网

络”，摆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

服务授权：
平台对所有的服务进行访问控制，保障数据共享

安全；

服务监控：
任意系统、用户访问服务都会被平台记录，及时

发现服务调用异常；

服务分析：
详细的日志数据保证了可从多维度来对服务访问

数据进行分析，辅助进一步评估优化。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综合服务框架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综合服务框架案例



随着SOA的践行，服务越来越多，服务间

依赖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服务管理变得非

常困难；

服务的调用量越来越大，负载均衡器的单

点压力也越来越大，服务的性能问题逐渐

暴露出来。

引入微服务技术，每个微服务都可以单独

部署运行，任意一个服务出问题都不会影

响整个系统的正常使用，全面提升系统的

扩展性，保障系统稳定安全运行。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分布式服务架构



业务系统2业务系统1

（烟囱式的服务）

业务敏捷性受到影响 IT 能够跟上业务的节奏

传统IaaS模式 SaaS模式

ü 自助式服务
ü 服务无边界
ü 极高可扩展性
ü 自动化的服务管理
ü 租户资源隔离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软件即服务



租户1 租户N租户2

应用
服务

文档
服务

文档
服务

文档
服务

应用
服务

应用
服务0.G

it 
Pu

sh

触发 1.编译

2. Build

3. Push4. 启
动

5.测试
开发

数据交付能力一一案例规划小智Saas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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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定位

『数据中心』——

p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过程！

p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环境！

一种让数据产生价值、传递价值、进而驱动

业务的能力！



数据中心总体技术框架

数据融合能力

数据洞察能力

数据交付能力

时空数据湖

混合数据云

核心是数据资源整合和数据资源洞察，解决

进的来、管的好的问题

通过综合服务框架、分布式服务架构、软

件即服务等关键技术、解决出的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