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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数字地球是 20世纪末期问世的定量化研究地球的一个新的战略方向,是集空间科技、信息

科技、地球科学等于一体的交叉学科领域。描述了数字地球的缘起和 10年发展历程、概念模型与

技术框架、科学与商业共享系统,多层次多学科应用领域和包括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学会、学报在内

的学术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指出数字地球的重要作用与巨大的发展潜力, 提出构建数字地球科学

平台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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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 言

地球是目前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星球, 合理开

发与利用地球资源,有效保护与优化地球环境,是全

人类共同的责任。然而人类社会在经历了近年来的

工业革命之后发现, 这个强大的物质文明社会的基

础 � 自然资源的供应正在出现危机, 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环境在受到自然和人为作用越来越严重的破

坏,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正

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因

此,人类迫切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地球、理解地球、进

而管理好地球,保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1999年 12月,来自 20个国家的 500余名科学

家、工程师、教育学家、管理者及企业家汇聚北京,于

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著名的  数

字地球北京宣言 ![ 1]
。宣言指出: 21世纪是一个以

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强

调综合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地球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及动

态过程监控的重要性; 认识到数字地球有助于回应

人类面临的诸方面的挑战; 倡议政府、科技界、企业

等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建议实施数字地球过

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灾害、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人

类生活质量等方面。

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 1998年戈尔

先生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正式

推进
[ 2]
。数字地球是把有关地球的海量的、多分辨

率的、三维的、动态的数据按地理坐标集成起来的虚

拟地球,是地球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的高度综

合, 数字地球建设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是地

球科学研究的一场纵深变革。

2009年 9月, 在首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 10年

之后,第 6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又将在北京召开。

数字地球已走过 10年的道路,在这个时刻, 回顾数

字地球 10年发展, 前瞻未来走向是有其特殊意

义的。

2� 数字地球理论技术

2. 1� 理论框架

地球信息科学是数字地球的理论基础,它包括

地球系统理论和信息科学理论、地球耗散结构与自

组织理论和地球分形与自相似理论等。其中, 地球

信息理论是基础,地球系统理论是核心。研究中,我

们提出数字地球概念模型, 指出现实地球、意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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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数字地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关系;构建了包括

数字地球抽象模型、大气圈层信息化模型和分析理

论 3个方面组成的数字地球理论框架
[ 3]
。

数字地球主要由空间数据、文本数据、操作平

台、应用模型组成。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全球性的中、

小比例尺的空间数据,还包括大比例尺的空间数据;

不仅包括地球的各类多波段、多时相、高分辨率的对

地观测影像、各类不同比例尺的数字专题图,还包括

相应的以文本形式表现的有关可持续发展、农业、资

源、环境、灾害、人口、全球变化、气候、生物、地理、生

态系统、水文循环、教育等等不同类别的数据
[ 4 ]
。

操作平台是一种开放、分布式的基于 INTERNET网

络环境的各类数据更新、查询、处理、分析的软件系

统。应用模型包括在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农业、

资源、环境、灾害、人口、气候、生物、地理、生态系统、

水文循环系统等方面的应用模型。

2. 2� 关键技术

数字地球发展需要关键技术的支撑, 以下是在

戈尔所述基础上根据需求进一步归纳的 7大关键技

术
[ 5, 6]
。

对地观测技术。对地观测技术为数字地球提供

空间数据源
[ 7 ~ 14]

, 是数字地球发展的  血液 !供给

者。不仅需要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也需要中、低

分辨率数据。同时, G IS、GPS、虚拟现实技术均很

重要。

海量存储技术。由于数字地球不仅涉及海量的

空间数据,还会包括大量的经济、社会、人口等于地

球有关的非空间数据, 所以海量存储技术可为数字

地球的应用储备  能量 !。

科学计算。通过它可以解决辅助决策问题,同

时还能促进产生知识的实验和理论方法创新。尤其

是地球科学的实验,因为有的对象或过程不是太大,

就是太小,有的速度太快或太慢,他们的跨度可以从

十亿分之一秒到十亿年。

宽带技术。数字地球的数据量非常庞大,而且

是由很多地区、国家和机构来完成的, 浩繁、多源的

数据必须通过一系列分布式数据库才能存储。而这

些分布式的数据库之间只有通过宽带技术, 才能实

现数字地球海量数据的调用与共享。

互操作技术。万维网络通过一种简单、通用的

网络协议使得其被广泛应用。因此, 数字地球也需

要通过一种简单的互操作技术,提高地理信息的可

读性与可操作性
[ 15]
。

元数据管理与存储技术。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

数据,是用于描述数据集的来源、日期、内容、质量、

表示方式、空间参考 (地理坐标 )、管理方式以及其

特征的信息。它是数据共享的重要工具。

格网技术。格网是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

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的分

布式集成系统。数字地球的格网计算,即是使一些

常规的计算资源、空间信息资源形成一个无缝的集

成协同计算环境, 为海量数据的空间分析提供计算

资源的支持
[ 16]
。

值得指出的是, 近年兴起的云计算将成为数字

地球建设的又一强大计算武器。云计算是分布式处

理、并行处理和网格计算的发展, 其原理是通过使计

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 而非本地计算机

或远程服务器中, 使得应用者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

要的领域,根据需要询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这是

一革命性进步,其核心内涵是计算能力可以根据需

要通过互联网传输。未来只需要一台笔记本或者一

个手机,就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来实现我们需要的一

切, 包括超级计算这样的任务,最终用户将成为云计

算的真正拥有者。

3� 数字地球共享系统

近年来世界上研发了一系列可共享的数字地球

系统,可分为科学系统和商业系统两种不同性质平

台系统。

3. 1� 科学系统

以下为有代表性的几个数字地球科学系

统
[ 17, 18]

。

3. 1. 1� W orldW ind

WorldW ind(WW )是 NASA开发的一个数字地

球平台
[ 19]
。WW可以让你以丰富的三维视觉体验

地球的地貌,并且身历其境的对世界上任何位置进

行访问。NASA把WorldW ind作为一个开源的程序

发布,以透过同仁的观点来改进它, 并最大化 NASA

研究的理念和影响。WW有以下特色:

∀三维引擎。WorldW ind利用高精度的 Land�
sat卫星数据和 SRTM高程数据让用户身临其境地

体验丰富的三维地球。只需要简单的鼠标或者菜单

操作,就可以控制W orldW ind对其进行浏览, 或者

自动地缩放到某个地理位置。

∀全球图像。WorldW ind展示了一个将 NASA

对地观测数据镶嵌而成的覆盖全球的图像, 将 MO�
D IS、Terra等多种卫星上获取的数据拼接在一起, 总

体上获得 1 km空间分辨率效果。

956 � � � � � � � � � � � � � � � � � 地球科学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4卷



∀ Landsat 7。利用 WorldW ind, 可以看到无缝

拼接的 Landsat 7的详细数据集。该数据集是每个

像元 15 m精度的 Landsat 7图像集, 并且包括可见

光和热红外波段。

∀ SRTM。把 Landsat 7和 SRTM 的数据组合起

来, WW可以显示地球的近景图。形象地说,用户可

以沿着任意方向飞行。另外WW 可以放大这些视

图,这样用户更容易看到细节。

∀ MODIS。中等精度图像光谱辐射计或者 MO�
DIS,生产一系列每天更新数据。MOD IS记录了火

灾、洪水、沙尘暴、烟、暴风雨甚至火山活动。WW以

250m的像素精度发布供下载的 MODIS图像, 而且

每天进行更新。

∀全球与地标集。W orldW ind可以浏览和显

示多种用户想要的全球数据,例如,用户可以下载当

日全球的温度数据, 可以浏览降雨、气压、云层覆盖

等数据。同时W orldW ind有显示地球上真实的三

维地标模型的能力
[ 20]
。

3. 1. 2� 数字地球原型系统 ( DEPS / CAS)

由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推出的数字地球原

型系统 ( DEPS /CAS)由基础框架、关键技术和领域

应用 3个部分组成
[ 21]
。第一部分为数字地球理论

模型与技术框架;第二部分涉及空间信息处理、空间

数据仓库、虚拟现实、网络计算等关键技术; 第三部

分是在不同空间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应用。

该数字地球原型系统整合了 20TB广域数据资

源、22个异构数据库系统、131个计算和处理模型、

突破了以下 10项关键技术,包括: MODIS接受系统

自动化处理; 网格计算、工作流技术与地学计算集

成; TB级服务器群集技术;分层分幅无缝漫游方法;

大规模空间数据标准化处理;地学虚拟环境下的交

互操作与协同; Page和 LOD /CLOD技术大地形数据

实时渲染与漫游; 纹理信息优化与 GPU加速; DEM

的无损压缩技术;金字塔结构遥感数据快速压缩与

回放
[ 22, 23]

。

DEPS /CAS创建了以大型先进软硬件环境为核

心的, 由空间数据接收、地理元数据、模型库、网格地

学计算、空间信息库、地图服务和虚拟现实 7个子系

统组成,含 300 m
2
演示空间的高度集成的数字地球

原型系统。系统研究制定并具备一套以相关国家和

行业标准为参照的综合集成规范, 确保整个系统的

无缝衔接,是一个水平先进、可靠性强、开放度高的

大型空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 22, 23]

。

该系统展示了在全球、全国和区域 3个不同层

次不同程度的应用结果,显示了在数字减灾、数字环

境、数字农业、数字遗产
[ 24 ]
、数字奥运

[ 25 ]
等领域的

重要作用和价值
[ 26]
。

3. 1. 3� 玻璃地球 ( G lass Earth)

澳大利亚  玻璃地球 !计划的宗旨是使大陆地
表以下 1 km的深度以及发生于其中的地质过程变

得  透明! [ 27]
。  玻璃地球!计划作为一种勘探的理

念, 是澳大利亚 100多年金属矿产勘查经历了巨大

的成功和摸索、勘探越来越深化、各种资料密度越来

越大、精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提出来的,也是基于过

去 20多年诸多因素, 如各大地质块体的深度风化、

块体隐伏、勘探成熟度增加等造成勘探成功率大幅

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

 玻璃地球 !计划包含 3个主题, 即: 获取新资

料的能力建设, 新资料判识、综合和解译的能力建

设,基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勘探模式的建立。项目主

要包括:机载重力梯度研究, 机载磁力梯度研究, 航

空、航天和地面矿物化学填图,地球化学勘探过程中

的同位素示踪,使用新型切割介质的高级钻探技术

多重作用耦合的地质模型, 基于网络的虚拟与假设

的验证能力。

 玻璃地球!计划的预期成果是建立可验证的

针对澳大利亚不同地质块体的 4维地质模型, 并验

证这些模型与实际资料的近似程度, 最终这些模型

将被用于对潜在的成矿区带进行客观的预测。

3. 2� 商业系统

2000年以来, 一些大型的商业公司包括

Goog le、微软等,开发了各具特色的数字地球软件系

统,也可称为数字地球的商业系统。数字地球软件

系统的发展最早可从 2000年微软公司推出了第一

个以三维地球作为模型的地理教学软件 A tlas 2000

开始。这个软件将全球的地理数据都反映在一个三

维地球上,用户能够通过互联网由粗到细地浏览各

种地理数据,并可以进行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之间

的双向查询。这个软件主要用作多媒体的地理教

学,它没有提供 GIS中空间分析等功能,也没有涉及

遥感影像的无缝组织。

随后在 2001年美国 Keyho le公司开发了 Earth

System, 将大规模矢量、遥感影像和重要点位数据集

融合进几个 TB级的全球三维模型中, 这些数据发

布可发布到 PCs、PDA以及无线电设备中, 建立了一

个比较完善的网络三维空间信息系统。但它对计算

机的配置特别是显卡要求很高, 一般运行在配有

NV ID IA显卡的客户端上,对于当时绝大多数普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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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来说,流畅的运行该系统是比较困难的。

2002年底美国的 Sky line公司推出的 Sky line系

列软件,可以基于航空及卫星影像、地形数据和其它

2D、3D矢量数据, Sky line TerraSu ite软件工具可交

互式创建海量、具有影像实景效果的三维地形库场

景,并提供场景浏览规划、查询和分析等应用功能。

2003年 ESR I公司推出的 A rcG IS 9中,在 A rc�
G IS 3D分析扩展模块中提供了一个新的 A rcG lobe

应用程序,用来对多分辨率全球数据可视化。这个

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对很大三维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并且速度非常快, 并可查询相关地属性表。

2005年由 Goog le公司推出的 Google E arth将数

字地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给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

震撼。Goog le公司充分利用其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

和遍布世界各地的网络服务体系, 实现了互联网下

基于海量遥感数据的自由浏览、查询、测量、路径分

析、定位服务等功能, 将数字地球科学技术的应用普

及到网络上的挑战。同年, M icrosoft公司也推出的

一种面向网络的 3D地图搜索服务 � � � MSN虚拟地

球
[ 28]
。

2006年 4月, Le ica公司推出 Internet上的三维

可视化和分布系统 Le ica V isual Exp lorer( LVE ) 3. 1

系列相关软件,该软件成为数字地球地图服务的商

业运营平台。该软件的最显著特点是: 不需要任何

预处理就能够快速实时打造三维景观, 实现世界范

围内成千上万用户的信息共享。使用太空星球视角

的浏览环境,如何地方的用户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单

独利用丰富的 G IS和分析系列工具浏览和分析三维

地形。

2006年 10月, Skyline公司又推出 Sky lineG lobe

虚拟地球软件,作为全球性三维数字地图运营服务

的基础平台
[ 29]
。2007年 4月, 法国政府选择了 Sky�

lineG lobe作为其国家地理空间网络分布平台,计划

于 2007年夏末对公众开放基于 Sky line G lobe企业

解决方案的三维虚拟地球平台  Geoportail!。这将

是首个并唯一一个覆盖全法国范围的高分辨率卫星

影像的三维虚拟地球平台。

除以上科学与商业系统外, 各国还启动了一系

列与数字地球密切相关的计划,如由多个国家政府

和国际组织参与的全球综合对地观测系统

( GEOSS)计划; NASA的行星地球使命 (MTPE )计

划; NASA启动的新千年计划 (NM P) ;德国的地球工

程计划 ( EEP)等, 这些计划对数字地球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 数字地球的应用

数字地球可以充分地利用有关地球的所有信

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数字地球的应用

可以划分为全球层、国家层、区域层 3个层次。全球

层是指以整个地球为对象,主要包括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植被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生物多样性变

化、全球海平面及海洋环境变化、全球地形变化及地

壳运动监测、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监测与评估等
[ 30]

;

国家层是指以一个国家为对象, 包括资源、环境、经

济、社会、人口的动态监测与分析作为研究对象, 尤

其对于农作物种植面积、长势及估产、洪涝、旱灾、火

灾、虫害等的监测, 交通及经济状况监测等; 区域层

是指以城市、集镇、农村、社区为对象,包括信息化带

动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管理与

服务等。目前,数字地球、数字中国、数字区域及数

字城市、数字流域等研究在我国蓬勃展开
[ 31~ 34]

。

近年来, 在数字减灾、数字环境、数字城市
[ 35]
、数字

农业、数字海洋、数字能源、数字资源、数字生态、数

字水文、数字遗产
[ 24]
、数字健康、数字旅游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的成果
[ 36~ 39]

。

数字地球对于发展全球信息产业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作为 Internet上一个主要的信息载体, 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可以将自己的信息

加载到上面,最终将会形成全世界每年数百亿美元

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地球已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生活。普通大

众可以在数字地球上学习、购物、参观、旅游,也可以

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穿越时空和空间范围,领略

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自然景观、植物、动物、天气等,

仿佛身临其境。总之,数字地球将对我们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我们可

以想象,有些影响也许我们今日还无法想象。

5� 数字地球学术平台

数字地球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提供领域交

流的条件与平台。 1999年起, 先后召开了国际数字

地球系列会议,成立了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 ISDE )并

创办了学会刊物 � � �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 ( IJDE)。

5. 1�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由中国科学院发起,联合国内外 19个部门、单

位共同于 1999年 11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数字

地球会议 ( ISDE1) , ISDE1的主题为  走向数字地

球!,来自 26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余名代表出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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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  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 成立了  国际数字地球

会议!国际指导委员会, 时任中国前总理李岚清出

席会议并报告指出:无论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还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无论是推动当前科技的

发展, 还是开拓未来知识经济的新天地,数字地球都

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 ( ISDE2)

于 2001年 6月在加拿大弗雷德里克顿市召开, 主题

为  超越信息的基础设施 !, 来自 30个国家的 200

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分 25个主题展开研讨; ISDE3

于 2003年 9月在捷克布尔诺市召开,主题为  数字

地球 � � �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 !, 来自 34个

国家的 25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ISDE4于 2005年 3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 主题为  全球共享的数字地

球 !,来自 36个国家的 345名代表出席会议; ISDE5

于 2007年 6月在美国伯克利市召开,主题为  体验

数字地球!,来自 28个国家的 390名代表出席会议。

随着数字地球影响的不断增大, 每两年一届的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已难以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经

ISDE国际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自 2006年起, 在每

奇数年举办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基础上, 每偶数

年举办一届  数字地球高峰会议 !, 二者的不同在于

前者是进行综合性讨论, 后者为专题研讨等。2006

年 4月,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于新西兰奥克兰

市举行,主题为  数字地球与可持续发展 !, 来自 35

个国家的 380名代表与会,开幕式上, 新西兰时任总

理克拉克作了 30分钟的大会报告; 2008年 11月,

第二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在德国波茨坦举行, 主题

为  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 !来自 15个国家的 120名

代表参会。

7个国际性数字地球会议的召开, 促进了全球

性数字地球的发展。 2009年 9月,数字地球问世 10

年之际在北京召开的 ISDE6已有近千人投稿, 将成

为国际数字地球发展史上里程碑式会议。

5. 2�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随着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 人们认

识到有必要成立该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在中

国、加拿大、美国、日本、俄罗斯、捷克等 10余个国家

学者共同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及 8名科学家联名发

起成立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 ISDE ) !并经国务院批

准
[ 40]
。2006年, ISDE在北京正式成立, 是在中国注

册的一非盈利、非政府国际学术组织。学会秘书处

依托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创始主席为路甬祥教授。首届 ISDE执委会由来自

12个国家和 4个国际组织的 26位学者组成, 数字

地球概念提出者 A lGore先生任学会特别顾问。学

会建立了网址为 http: #www. dig ita learth�isde. org的
网站。

5. 3�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

国际数 字地球学会自 2008 年起开 始与

Tay lor&Franc is出版集团联合出版会刊  国际数字地

球学报 ( IJDE ) !。2008年 3月, IJDE创刊号在全球

范围内正式发行, 该刊是国际数字地球领域第一本

专业期刊 (现已被收录为 SC I(扩展版 )检索刊物 )。

编委会由来自 14个国家的 18位专家组成, IJDE为

季刊,目前已发行 7期,出版发表 59篇文章, 作者遍

及 24个国家
[ 41]
。

6� 构建数字地球科学平台

数字地球正在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

性的科技领域之一,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实力

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体现, 是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之一。∃自然 %杂志将与数字地球密切相关

的地学技术 ( Geotechno logy, GT)与纳米材料、生物

科技一起誉为 21世纪三大前沿科学技术
[ 42 ]
。作为

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全球地球空间信息

产业的产值超过 500亿美元,并还将以每年约 20%

的速度增长;服务于数字地球建设的对地观测计划

在逐渐形成, 仅近 5年全世界将发射 130颗左右的

对地观测卫星; 以 Goog le E arth为代表的数字地球

网站正迅速走进千家万户, 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

我国气象卫星、国土卫星、海洋卫星、环境卫星、

测绘卫星等对地观测卫星相继发射或计划发射, 国

家高技术计划、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对空间信息领域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国家专项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和大科学装置  航空遥感

系统 !正在付诸实施, 成为建设数字地球的强大动

力与信息源。

数字地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战略角度分

析, 数字地球是一全球性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数字

地球是未来信息资源的综合平台和集成,现代社会

拥有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更基于工业经济社会拥有自

然资源的重要性, 拥有数字地球等于占据了现代社

会的信息战略制高点
[ 43, 44 ]

;从科技角度分析, 数字

地球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 是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 � 万维网、仿真与虚拟现

实技术等的高度综合与升华, 是人类定量化研究地

球、认识地球、科学利用地球的先进工具
[ 45~ 47]

;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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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需求角度分析,数字地球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

家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需要作出重要贡

献,可以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提

供支撑,可以带动并牵引国家空间领域、信息领域等

的不断发展。简言之, 数字地球正在成为人类发展

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大需求
[ 48, 49]

。

基于上述, 我们提出构建数字地球科学平台的

设想。数字地球科学平台是指综合利用对地观测技

术、全球定位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系统技术、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格技术、数据存储

和数据库技术等建立的实现空间数据资源服务、空

间信息服务的平台, 是开展数字地球应用研究的工

作平台,也是数字地球应用的最终展示和信息发布

系统
[ 50]
。

数字地球科学平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全球问

题、国际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该平台分为数字地

球、数字中国两个层次和四维模式构建:数字中国由

不同地区构成的空间维、10个有重大需求的领域

维、不同跨度的时间维和由此导出的科学维构成;数

字地球同样由时间维、空间维、领域维和科学维

构成。

数字地球科学平台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

支撑。它一方面立足于支持国家的整体可持续发

展,一方面和全球变化、资源、环境研究的一体化以

及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

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可推动地球系统科学的发

展。地球系统科学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空间信息和数

字地球的支撑与推动, 在数字地球科学平台支撑下

进行的地球系统过程、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响应

机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中可对地球进行有

效和系统的观测
[ 51, 52 ]

。

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将牵引国家航天航空发展。

数字地球需要许多对地观测手段来收集地球信息,

尤其是对地观测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动态的观测

数据, 而各种对地观测卫星的成功发射和稳定运行

需要成熟的、有保障的航天技术的支撑
[ 53, 54]

。

数字地球科学平台能够推动对地观测理论与方

法创新。这对对地观测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且使对

地观测技术面临新的挑战。数字地球也必然指引空

间地球信息科学的发展方向。数字地球科学平台为

多源空间地球数据提供了一个融合基础, 多种数据

和模型在同一环境中统一处理融合, 这必将对数据

与模型都提出新的要求。

综上所述, 构建数字地球科学平台有着重要的

科学意义与战略需求。

2009年 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6届国际数字地

球会议,将成为数字地球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回顾 10年的发展,我们已看到诸多的设想已变为现

实; 展望未来, 我们将体验数字地球的更大潜力。我

们正在新的起点上构建数字地球, 让数字地球成为

人类美好的信息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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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gital Earth: Ten Years&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GUO Huadong
(C 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 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 ig ital Earth, B eijing� 100190, China )

Abstract: D ig ital earth, em erged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is a new stra teg ic orientation for quantitatively

study ing the earth and a cross�cu tt ing multi�d isciplinary field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rth sc ience etc.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orig in o f digita l earth and its deve lopment backg round

of past ten years, conceptual mode l and framework, scient ific and commercia l sharing system, multi�leve l and
multi�d isciplinary applicat ion fields, as w ell as academ ic platform bu ild ing capac ity inc lud ing internationa l symposia

and summ its on d ig ital ear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D ig ita lE arth,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D ig ita lE arth.

Furthermore, the paper po 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 le of dig ita l earth and its&huge developing potentiality, and env i�
sion of constructing a d ig ital earth sc ience platform.

Key words: D ig ital earth; Spat ia l information; Sharing p 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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