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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调查局地理科学研究战略综述 

为增强USGS在地理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指导USGS开展土地变化和“人类－

环境”系统动态变化研究，为政府部门及其他决策制定者提供相关信息，美国地

质调查局（USGS）制定了地理科学研究战略（2005-2015）（以下简称“战

略”）。战略的形成主要基于美国内政部（DOI）战略规划重点的设置、USGS在自

然科学和信息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地理科学研究战略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政府部门和公众对基于地理信息的决策和服务的需求，USGS的地理科

学部门积极组织转变职能和调整工作重点，从地图制图的技术支持转向辅助决策

的科学研究。战略规划的重点转向研究“人类－环境”系统的动态变化，提高

USGS空间数据挖掘、建模、管理、分析、服务和应用能力。战略部署了2005年到

2015年USGS地理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举措。 

一是对地表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类和量化，研究土地变化的模式和过程。通

过建立土地变化科学研究中心，提高其在多个空间尺度上对土地变化进行测绘的

能力，并建立北美地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空间模型。 

二是利用各种地理分析方法研究和预测土地变化趋势，评估社会、经济、政

策、技术和环境等因素在土地变化中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分析土地变化和地理科

学在制定土地政策中的作用，研究建立有关决策支持系统。 

三是研究土地变化引起的气候、生态系统及社会生活等“人类－环境”系统

因素的变化，为制定区域灾害治理方案等提供决策支持。重点研究土地变化在气

候、水、碳循环系统、生态系统、物种、社会生活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引起的后

果。 

四是利用遥感技术进行环境监测，建立科学研究中心，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和

土地覆盖变化在导致“人类－环境”系统脆弱性及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参与全球

 



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扩充USGS的遥感数据资源。研究数据挖掘技术等，提

高从遥感数据中获取地球动态变化信息的能力。 

五是提高开发使用地理数据和挖掘新知识的能力，实现自动化制图综合和对

USGS地理数据的智能访问。建立地理信息科学中心，研究与地理空间数据表征相

关的数据模型、制图综合、地图显示等问题，研究国家地图集生产和更新对数据

的要求以及数据质量分析方法，促进国家地图集的广泛使用。 

为实现以上科学目标，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地理科学研究在

USGS的主导地位、壮大USGS地理科学管理者的队伍、加强地理科学研究者之间的

交流、实施USGS地理工作计划、以及增强USGS和DOI科学研究者们的地理科学意识

等。 

二、战略对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一）拓宽地理科学研究领域  

USGS的地理学家将联合USGS的生物学、地质学和水文地质等领域的科学家，

将地理科学研究拓展为区域地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信息科学（包括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可视化、空间统计及建模技术）等的综合研究，为管

理和决策服务。 

（二）增进地理信息科学和决策的关系  

USGS将综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利用遥感等技术获取地球监测数据，建立

数据库，构建相关模型，分析土地变化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为决策者和公众提

供关于“人类－环境”系统脆弱性和恢复力信息，支持关于环境和减灾防灾等方

面的决策。 

（三）提高地理空间数据分发能力  

USGS将加强自动化制图综合和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为建立国家地图集和其他

大型地理数据库等提供支持，推动国家地图集的广泛使用。积极参与地理信息标

准制定和网络地理空间数据分发技术研究，支持国家空间数据框架建设，提高地

理数据分发能力。 

（四）强调地理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  

USGS将着力开展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以及地球监测、数据管理、信息集成

和数据挖掘等地理信息技术创新。坚持理论和技术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指导地理



科学研究，充分依靠科技创新提高USGS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和分发服务能力。 

（五）培养地理科学研究和管理人才  

USGS将采取“任务带学科”的模式推进学科建设，根据土地变化研究对地理

信息及其分析功能的需求，制定USGS地理科学发展计划，以提高USGS科学工作者

的地理信息生产、研究和应用能力。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USGS地理科学研究人员

的地理科学基础理论水平，为USGS培养具有地理科学研究能力的管理人员。 

三、战略对我国测绘工作的借鉴意义

 

测绘作为管理和决策的支持工具，在研究解决资源、环境、灾害等可持续发

展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USGS地理科学研究战略，对我国测绘工作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切实加强测绘与相关科学技术的融合  

要紧密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测绘学科建设，促进测绘

科学与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管理科学、信息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不断拓宽研

究领域。着力开展测绘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强化测绘发展战略、政策和测绘管理

研究，为管理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参考。 

（二）提升测绘支持科学发展决策的能力  

测绘作为人类资源环境系统研究的基础性工具，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要积极推进测绘与资源勘探开发、生态环境保护、防

灾减灾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重要公共领域的协作，大力发展测绘公共产品和服

务，提升测绘辅助管理与决策的能力以及服务社会大众的能力。 

（三）积极推进测绘科技进步与创新  

建立健全以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测绘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测绘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地理信息获取、处理的技术与装备，提高地理信息分发

服务的技术能力，研究地理信息数据挖掘、地理信息安全等关键技术，推进地理

信息开发利用，为全面提高测绘保障服务能力和水平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徐坤、管谌等 供稿） 

  

 



印度的国家地图政策及实施指南综述 

一、国家地图政策

 

印度测绘局（SOI）制定地图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供、维护

符合国家标准的国家地形数据库（NTDB），支持用户访问和获取数据；二是通过

社会化合作参与等方式促进地理空间信息的广泛使用。 

（一）国家地图系列  

为推动国家地图政策的执行，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到全面保护，SOI推出了国

防系列地图（Defence Series Maps，DSMs）和开放系列地图(Open Series 

Maps，OSMs)。DSM是以Everest/WGS-84为基准，采用多圆锥/UTM投影的地形图，

使用指导方针由国防部制定。OSM是以WGS-84为基准，采用UTM投影的地形图，由

SOI负责推出，但须经国防部审查，一经通过审查，地图将标示“不受限制”等信

息。 

（二）国家地形数据库（NTDB）  

SOI将继续以模拟和数字形式创建、扩充和维护国家地形数据库（NTDB）。国

家地形数据库（NTDB）主要包括国家空间参考框架、数字高程模型、数字地形模

型、行政区域界线以及地名等数据集。 

（三）地图分发与使用  

对于比例尺大于1:l00万的开放系列地图，均可由SOI以销售或协议的方式分

发给任何客户以用于特定用途。所有交易流程和细节将登记在数据库中，包括接

收用户端详细信息和用途等。通过协议的方式，SOI允许用户针对所获取的地图进

行增值开发，但必须到“地图交易登记处（MTR）”登记。 

二、国家地图政策实施指南

 

（一）地图信息与代理商指南  

用户可通过SOI下属各办事处、地图销售部门以及地理空间数据中心

（GDC），或者SOI网站获取所有最新的地图信息。主要包括比例尺、数据采集日

期、价格、数据分发模式以及OSM是否通过国防部审查等相关信息。所有1:25万及

更大比例尺的纸制地图和数字地图禁止出口，数字地形数据仅限印度个人、机构

或公司经许可后使用。 

（二）数据销售与分发  



纸质地图可通过SOI办事处或零售商购买。对于网络数据分发，SOI通过建立

网上地图交易登记处（MTR），记录与数字地图有关的所有交易信息。每个用户在

获取数据时会被赋予一个唯一用户身份（ID），且每次交易被赋予一个唯一交易

身份（ID）。这些用户ID和交易ID都可以通过MTR查询。 

（三）数字地图许可  

用户可通过单次或多次商业许可方式获取地图数据，用于日常使用、增值和

销售。提供的所有数字地图均采取加密技术，一旦出现未经授权复制地图等情

况，数据将被破坏，软件和硬件也可能受到损害，甚至会给用户带来刑事和民事

责任。SOI的数据许可主要有数字化许可、出版许可、Internet许可、媒体许可、

增值许可等。 

（四）产品定价  

SOI采取灵活的定价机制，随时公布其标准产品价格表。定购商应按支付日期

当日的价格支付费用。同时，SOI实行差别定价，可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等让价，基

于预定政策对非政府组织收费，以及针对单次和多次用户许可给予不同的价格

等。 

（五）电子支付  

以JPEG格式压缩存放的1:100万和更小比例尺地图可在网上提交许可协议并完

成电子支付后下载。SOI网站提供的自助服务可供定购者进行电子支付和下载所需

地图。 

                                                            （宁镇亚、熊伟等 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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