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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项目研究了“超大规模 CIM 平台建设及智慧城市应用关键技术”，经过多年

技术与实践的沉淀，取得了创新的技术成果。

（1）针对城市全空间数据如何管的问题，构建了复杂地理对象细粒度抽象存

储模型与时空联动索引，解决了巨量多源异构数据统一管理难题，实现了二三维

时空大数据的城市全空间数据一体化、精细化、实时化的高效汇聚与计算。

（2）针对城市多尺度时空场景的虚实融合难题，提出了百亿级面片规模的数

据轻量化方法和自适应组织存储调度模型，构建了一图多态的多尺度复杂场景集

成与渲染模式，实现了物理城市与虚拟城市信息的快速连接与交互。

（3）针对城市复杂场景时空大数据有效应用的难题，提出了面向规划、建设、

安防等领域的高性能大数据信息融合、聚类与挖掘方法，实现了城市动态时空过

程精细刻画，显著提升了城市运行效率和治理能力。

基于创新技术，构建了杭州、温州、金华等城市的 CIM 基础信息平台，形成

了统一、规范、动态、高效的城市立体空间数字底座，实现了全空间、多时态、

细粒度的多元异构数据有效管理与应用。研究成果服务于规划、建设、公安、城

管等多个部门，为建设平安城市、韧性城市、宜居城市做出贡献，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等 7 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

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高频时空流数据建模与计算方面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提名该成果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