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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
大数据是指在可容忍的时间内无法

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

其进行传输、存储、计算与应用等

的数据集合。

 数据量大（Volume）

 类型繁多（Variety）

 价值密度低（Value）

 速度快时效高（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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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数据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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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数据产业政策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6年12月，工信部编制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系统部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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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的主要成果，是在长期的基础地质调查、

环境与地质灾害监测、资源调查评价、地质科技支撑、地质

数据更新与应用、海洋地质等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辛勤劳动

的结晶。

与结构化数据数量相比，非结构化数据在地质资料中所占比

例要比结构化数据大得多，所涉及的内容更丰富，潜在价值

也是其他数据无法比拟的。

1.3.地质资料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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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量化、共生性、碎片化：数据总量庞大，馆藏机构的地质资料存储空间在TB级别；数据零散分布，与

结构化数据（地质数据库）共存共生；文件“小而碎”，一部报告可由上百个文件乃至上千个文件构成：

正文类、附表类、附件类、附图类、多媒体类、审批类、其他类。

 多样性：格式多样性，Word、PDF、Excel、PPT 、图形、图片、视频等；内容多样性，数据之间关系复杂，

不容易表达。

 保存方式简单：采用科技档案通用的案卷方式保存，对资料内容揭示有一定限制，无法详细地显示每档

资料包含的信息，存在大量隐藏信息不易获取等问题。

 价值储量高、信息分散：内容组织灵活，多种价值信息交织在一起，信息总量大，但是某一种类的信息

比较分散。

 历史积累：数据更新频率不高，历史积累的数据内容代表了一块区域或是机构数年甚至几十年积累的知

识和智慧。

 时空特征明显：数据本身与空间位置有紧密的联系，如：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数据也具有时间属性，

如：不同地质时代的岩石、地层、矿床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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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自然资源知识与信息服务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1.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融合成为

一种趋势；

2.整个社会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显著提高，组织、机构

和个人都掌握一定数量的知识资源，形成了一种泛在

的知识环境；

3. 数据科研模式（第四范式），对海量信息产生了新

的需求；

4.互联网及相关数据库服务逐渐向知识化、智能化转

型，满足新的知识需求。

科学数据

工作流信息化

知识网络

信息融合

2.大数据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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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展望2025：决定未来经济的12大颠覆技术

1.数据处理技术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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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处理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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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交互：自然语言处理——专业领域

词系统

 大数据技术：文本结构化与数据关联

 人工智能：从信息服务到智能服务

3.知识工作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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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自然语言处理——专业领域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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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系统术语的三个特点：

一是概念是唯一的

二是术语间语义关系

三是记录了术语的历史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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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化文本在结构化的过程中，就是一个知识体系重新架构的过程。

文本结构化处理的两大技术领域：

一是知识内容的结构化表示方法：知识元——知识表示；

二是知识结构化技术：文本识别——细粒度存储——结构化关联。

知识元理论：

 一是知识内容视角，提出了文献单元、信息单元和知识单元的概念；

 二是生物基因视角，将知识元看作是决定知识体系生长演化的最小控制单元；

 三是系统工程视角，将知识元看作是网络节点。

3.2.大数据-文本结构化处理-知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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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 数据 信息 知识 智慧
收集

数字化

提取

结构化

组织

碎片化

重构

体系化

数据结构化处理技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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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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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典型需求

1)专业领域

 重大科学、工程问题的多来源信息集成；

 文本的结构化呈现；

 专题术语知识清理；

 文本细粒度内容重组。

2)信息组织部门

 信息的结构服务；

 数据标引服务；

 知识化内容服务。

3)管理与决策部门

 决策知识参考；

 决策数据支持（嵌入过程的内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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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服务展望

我国已经建立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地质资料馆藏体系。地质资料按所载信息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分为非涉密地

质资料和涉密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根据用户涉密类别向其提供相应地质资料。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到馆申

请查阅、复制所需的地质资料。

基于知识关系
与知识元的深

度搜索

面向管理决策
与市场的知识

参考

嵌入工作流的
知识和技术服

务

基于知识模型
和机器学习的
知识重构



22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