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院士大会上约1个小时的讲话中，用了1/12的时间来讲述康熙组织制作的《皇舆全览图》。高度评价它“科学
水平空前”，居于“世界前列”；又总结了我国后来落后的教训。这对于我们从事地理、测绘、地图、遥感工作的人是很大的激励，同时也让我
们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上述教训指的是什么呢？一是如此高水平的地图，秘藏于内府，没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二是没有接棒人，水平基本停
滞于当时。结果导致西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中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我国国家大地图集的概念，应该来自“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作为“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大研究任务之一，成立了以竺可桢为主
任的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当时计划按自然、普通、历史、农业等分集出版地图。但直到1964年，第1部综合性自然地图集才得以出
版送审稿，正式出版则是1965年10月。

直到“科学的春天”，1981年12月，中国才正式启动了国家大地图集第2次编制工作。经过10余年努力，先后编制完成了农业、经济、
普通、自然等国家地图集。但是，面对中国近30年发展之快，这种纸质分集出版的国家大地图集恐怕是无法满足需求的，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到2012年6月1日才出第1册（共3册）[1]。所以必须应用“科学水平空前”，居于“世界前列”的信息科学技术，来制定
和及时更新国家大地图，并在信息获取的广度上，从国家走向全球。为此，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努力。例如陈述彭先生去世前，还在呼吁要
编制信息时代的中国大地图，或者地球系统网络平台[2]。最近，国家测绘局改名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其实都是在考虑接棒，就是要编制
以大地表面经、纬度，空间位置为索引的综合国情共性关键数据库，或者说“百科全书”。

只是，综合到什么程度？9·11事件以后，美军研究人文地形系统。从2006年开始配备这样的人文地形图到伊拉克、阿富汗前线部
队[3]，这说明了一个新的潮流。另一个例子是谷歌推出电子地图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天地图”，但目前仍处于模仿阶段，如何超越前者
呢？国家也立项支持测绘行业的业务拓展到基础地理信息。这是走综合之路的美好尝试，但是道路依然很漫长。

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地理国情的综合信息系统。数据来自各行各业，来自历史地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包括社会、经济、民族、宗教、
生态、环境、疾病、健康、灾害、民风、舆情等各类信息；同时也可以及时为各行各业生产出他们需要的专题图件，或者作为地表过程的科研
平台。

但是，各种数据的比例尺，或者分辨率是不一样的，要包容各种不同形式的数据输入，又能灵活输出用户所要求的比例尺或分辨率，同
时要及时更新几十颗、上百颗卫星的遥感数据、机载数据和地面数据，这就需要尺度转换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历时约7年的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简称二调），怎么说明1.35亿公顷耕地这一结果的可靠性，其随机截断误差、系统误差究竟有多少是尺度差异带来的？系统误差如
何纠正？今后又如何年度更新？土壤污染普查，涉及面积达630万km2，按1个采样点/km2计，数据已是海量，但仍不适应土壤污染现状的
宏观把握和对土壤治理图件的要求。是否需要补测，如何补测？全国有3次土壤侵蚀普查，分别应用了3种不同分辨率的遥感数据，目前
从遥感数据和水土侵蚀模型得出的黄河流域总输沙量吻合较好，但仍需掌握更小支流流域模型与真实的对照，才能用于风险预估和决策
依据。这又直接需要对尺度效应的研究和规律探索。

综上所述，由于行业差异，国家大地图集各分集出版时间差距太大，已经逐渐失去了综合这一大特色，成了行业（或专题）地图的分集
的统称。目前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地图集”的概念可以进化为综合性更强的“大地图”。而全球的卫星（和部分地面）数据
覆盖，也为我们自主产权的大地图立足中国、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当然，困难也是巨大的，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不是地理、测
绘、遥感等少数几个学科或部门能完成的，这需要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但是，毕竟国家已经有了海量的数据积累（仅以二调
为例，即达约150 TB），每天仍有海量遥感数据源源不断产生。如何理解、消化这些海量数据，使之成为能为国家、各行业以及公众服务的
信息产品，并从中归纳出一些规律，积累遥感服务于“大数据时代的大地图”的经验，则是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的。回到康熙的《皇舆全览
图》，尽管从1708年下旨正式启动到1718年第1稿完工，花了10年。但正式启动之前的预研和试点，就花了近20年（一般从1689年左右
算起）。所以，遥感先行一步，开始搞尺度效应研究、行业调研和参与小流域治理试点，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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