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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首届空天地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城市

创新应用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创新应用是测绘地理信息事业长足发展的核心’也是提升

测绘支撑保障能力的关键·空天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引

领相关产业向社会与生态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提升空天地信息

技术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 中国测绘学会定于2023年5月

至10月举办首届空天地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 ’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测绘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测绘学会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

支持单位: 自然资源部航空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遥感委

员会、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无人机遥感数据资源分中心、国

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空间信息产业化专业委员会、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深』｜｜大学｀广

州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慧天地创新技术中心

二｀大赛内容

大赛设置11个分赛道’分别是:航空遥感测绘｀遥感卫星｀



“通导遥”一体化、高光谱遥感、城市信息模型、实景三维、智慧

园区、智慧应急智慧交通、智慧县域、摄影。各赛道内容说明见

附件。

三｀参赛对象与组队原则

1、大赛面向社会各界开放’国内各高校｀研究团体、企事业

单位均可才赃。

2、以团队为单位’同一团队最多参与三个赛道’团队人数不

超过5人’同一人不可重复担任多队队长’高校团队需有1位指导

老师°

四｀大赛曰程

2023年5月:大赛赛题及日程发布

2023年6月30日:大赛报名截止

2023年7月31日:作品提交截止

2023年8月:分赛道评审

2023年9月:决赛评审

2023年10月:结果发布

五｀奖项设置

本届大赛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及优秀奖’为特等奖及

一等奖获奖团队的指导老师（仅限高校团队）设置伯乐奖’并由中

国测绘学会颁发荣誉证书·

六｀评审规则

1｀本届大赛分为分赛道初审和决赛评审两个环节。以分

赛道为单位组织初审’按照成绩排名’ 20％的比例入围决赛°

2、组建院士领衔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入围作品进行决

赛终审°



七｀报名方式及步骤

本届大赛采用线上报名、线上提交作品的方式’请于2023年

6月30日前登陆大赛官（h仕ps:／／Www.csgpoorg／‖s‖2574htm｜）

完成报名’并依据作品提交要求于指定日期前提交作品·

∧｀其他事项

1｀本届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赛事培训及软件、

数据支持°

2、关注大赛官网及微信公号’获取更多赛事信息°

大赛官网: hhps:／／Www.csqpc.orα／｜｜s『2574川们｜

大赛公号: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z∩csgw∩—s｜T］artc｜tγ）

九｀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丹、李萍

电话: 010ˉ68719822

邮箱: zhcsqw∩@126.com

附件;首届空天地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分

赛道内容说明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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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空天地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

分赛道内容说明

一｀航空遥感测绘赛道

航空遥感测绘赛道由面向白然资源调查监测、实景三维模型构

建、应急测绘、智慧巡检等需求’瞄准国际同类技术前沿’围绕无

人机遥感测绘、有人机遥感测绘最新研究成果与创新应用案例’搭

建科技人才交流与比测平台’发掘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的高水平团队与高质量创新应用’整合产学研用’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形成示范效应’推动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

展。

本赛道由中国测绘学会无人机创新工作委员会、飞燕航空遥感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1）无人机遥感测绘分赛

题目1:无人机三维模型构建

面向城市区域’开展无人机航空摄影完成精细三维模型的制作

或更新’考呈实景三维模型快速重建与后处理效率及质量等。

题目2:无人机应急测绘

面向城市区域’以应急应用需求为牵弓｜’开展无人机视频地理

编码与准实时快拼图制作’重点考量数据获取与处理的技术方法实

现、效率、精度、质量水平、软硬件自研程度和成熟度等方面; 自



选车辆及其他目标’开展无人机低空遥感目标识别与跟踪’考呈特

定目标的智能识别水平’主要包括目标识别的准确率、动目标跟踪

准确率、误判重新锁定能力、 目标识别结果的表现形式等方面。

题目3:无人机城市管理

面向市政基础设施、交通、废弃物、生态环境等’基于5G网

联无人机组网技术’为政府部门提供高频次、全天时、快响应的无

人机智能巡检与智能识别服务’实现网格化无人机城市管理创新应

用°

题目4:无人机遥感测绘其他创新应用

面向海洋测绘、智慧电网水利工程、智慧农业等开展创新应

用°

从解决方案、创新应用先进性、自主知识产权盾况｀技术原创

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2）有人机遥感测绘分赛

题目1:航空摄影测量

面向城市区域’开展航空摄影或利用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资料完

成数字正射影像（D○‖） 、数字高程模型（D剧） 、数字线划地图

（DLG） ｀其他新型遥感测绘成果的制作或更新°

题目2:倾斜航空摄影测量

面向城市区域’开展倾斜航空摄影或利用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资

料完成精细三维模型的制作或更新’还可包含单体化模型、白模、

DLG等遥感测绘成果·自行规划航线及分区’设定航摄参数’如地



面分辨率、重叠率姿态角、航高等。

题曰3:多模态航空遥感数据融合分析与抽稀数据三维建模

面向地物要素丰富的城郊结合区域’开展多模态航空遥感数据

获取（包含正视影像、倾斜影像、激光点云、S∧只、热红外｀高光

谱影像等）或利用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资料完成多模态数据协同的数

据分析、提取和实景三维建模。重点考量多模态数据的配准和融合、

数据分类地物提取准确率抽稀数据三维重建与展示（主要抽稀方

向为:减少数据重叠度’降低数据分辨率、点密度）等内容。

题目4:有人机航空遥感测绘其他创新应用

利用机载激光雷达｀S∧R、热红外、高光谱等技术开展数据获

取或利用组委会提供的数据资料’开展面向测绘、农业、林业、环

保、应急、国防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从解决方案、创新应用先进性、自主知识产权盾况｀技术原创

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二｀遥感卫星赛道

遥感卫星赛道突出需求挖掘、服务动员、对接辅导、实测比拼、

成果合作等工作’搭建遥感卫星应用创新常态化的科技成果供需对

接服务平台’更好帮助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解决卫星遥感技术创

新应用发展、领域关键共性问题’有效降低创新成本’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现公开征集技术创新需求和前沿技术成果°

本赛道由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洁源四维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承办。



题目1:遥感卫星数据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创新应用

用∧utop｜xe｜全自动海量遥感数据处理系统对多源遥感卫星数

据生产正射影像’利用多源遥感卫星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在

耕地监测、农作物类型识别、长势监测、产量预测、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及作物灾害损失评估等方面进行自由选择（可选择多项） ’开

展定量定性遥感监测技术方法研究和农业农村相关业务领域创新

示范应用°

题目2:遥感卫星城镇建筑提取及创新应用

参赛者可以尝试使用深度学习各种方法’基于主办方提供的测

试区影像得到最终测试结果’并给出基于多分类建筑物矢量信息给

出城镇创新建设的应用设计建议。

三｀ “通导遥”一体化赛道

“通导遥’’一体化赛道’围绕通信、导航、遥感卫星技术前沿

领域’突出需求挖掘、服务动员、对接辅导、实测比拼｀成果合作

等工作’搭建常态化的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更好帮助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媒体解决“通导遥”一体化综合应用创新发展、

领域关键共性问题’有效降低创新成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

产业化°

本赛道由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智慧城市时空数字底座建设规划设计

根据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开展时空数字

底座的整体规划设计’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框架和



分析基础·

四｀高光谱遥感赛道

高光谱遥感赛道围绕高光谱遥感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多

样化的赛题设置’引导高光谱技术在农林业、资源环境、 目标识别

与探测、文化遗产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高光谱

遥感技术的成果转化·

本赛道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天津中科谱光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题目:遥感时谱与变化检测

地物精细分类与变化监测是遥感的主要应用之一’对城市发展

研究、农业估产、生态环境评价等具有重要意义’海量遥感数据的

一体化存储、处理和实时解译是这一应用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化及士地使用属性变更等问题。

参赛团队熟悉MDD多维数据格式和M∧只S多维数据处理软件’

掌握基于国内外多源遥感卫星数据的‖DD数据集构建方法’学会

利用‖○D数据集提取“时谱”数据’完成典型场景的应用示范。

五｀城市信患模型赛道

城市信息模型赛道面向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治安

防控、交通畅行、市场监管、产业发展政务服务等领域。融合城

市二三维时空数据、业务管理数据、 ｜○丁数据’弓｜入C｜‖技术平台’

实践数字化转型应用’实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城市

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业务应用。



本赛道由中国测绘学会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广联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题目:基于C‖M技术的新城新区数字化转型应用

面向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治安防控、交通畅行、

市场监管、产业发展、政务服务等领域°融合城市二三维时空数据、

业务管理数据、 ｜○丁数据’ 弓｜入C｜M技术平台’实践数字化转型应

用’实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城市服务、生态环境等

领域业务应用。

六｀实景三维赛道

实景三维赛道为传统地理信息展现的局限性问题提供研究参

考’基于语义化融合技术’构建“实景三维＋巳｜‖＋｜○丁“的一体化数

据基底’提高信息化能力°同时’利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

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学习构建时空知识图

谱’通过图谱的数据构网能力进行数据统计及业务分析等应用’满

足政府、企业、民生需求。

本赛道由泰瑞数创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1:搭建基于实景三维＋B‖M的数字孪生原型系统

基于实景三维引擎平台’融合实景三维地理实体、地理场景

巳｜‖等数据’针对建筑能耗业务场景进行搭建开发’支持空间分析

等相关功能°

题目2:基于实景三维的时空知识图谱构建

基于参赛方自有或开源平台’开发实景三维时空知识图谱应用



展示系统

七｀智慧园区赛道

智慧园区赛道将数字孪生理念弓｜入到智慧园区建设中’与园区

实际管理业务融合’探索数字孪生赋能园区精细管控的发展新模

式°

本赛道由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1:数字孪生赋能智慧园区精细化管控

请融合园区实际管理业务（如:安全、环保、封闭、能源等方

面） ’基于正元三地理信息平台Ge∩｜usWOr｜d提供的二次开发能

力’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构造一个数字孪生园区应用场景’通过你

的方式和技术提高园区精细化管控水平°

题目2:数字孪生赋能园区安全智能管控

请聚焦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领域’基于正元二三维地理信

息平台Ge∩｜usWOr｜d提供的二次开发能力’采用数字孪生技术’

构建一个集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评估、处置的闭环应用场景。

∧｀智惹应急赛道

智慧应急赛道’面向应急管理“风险威胁严重隐患仍然突出、

防控难度加大｀应急基础薄弱”等形势及问题’将数字孪生理念引

入应急管理体系中’探索数字孪生赋能敏捷应急新发展的应用模

式°

本赛道由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1:数字孪生赋能敏捷应急新发展



数字孪生技术的虚实融合、智能交互、仿真决策等优势’在应

急管理的数字化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请发挥你的创新优势’

想象一下数字孪生技术如何推动敏捷应急发展的’基于正元二三维

地理信息平台Ge∩｜usWOr｜d提供的二次开发能力’探索数字孪生

赋能敏捷应急发展的应用场景。

题目2:数字孪生赋能应急救援决策

数字孪生技术的虚实融合｀智能交互、仿真决策等优势’在应

急管理的数字化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请发挥你的创新优势’

基于正元二三维地理信息平台Ge∩｜usWOr｜d提供的二次开发能

力’模拟一个事故发生的应急救援过程。

九｀智慧交通赛道

智慧交通赛道以卫星定位解算、移动端三维可视化显然弓｜擎为

切入方向’引导先进的信息技术融入到交通运输管理’提升整个行

业的信息化水平。

本赛道由国汽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1:卫星定位解算

基于承办方提供的SS只数据和终端观测数据、星历数据’开

发尸尸P.盯胶定位解算算法’实现剖青定位解算全流程’验证解算

精度和收敛时间·

题曰2:移动端三维可视化引擎开发

基于国汽大有时空提供的高精地图数据’基于∧∩dro｜d移动端

开发面向川‖｜的三维可视化喧染弓｜擎’实现矢量数据在移动端的可



视化展示。

十｀智慧县域赛道

智慧县域赛道面向区县级城市’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如G｜S、

B｜M、∧｜、物联智控、大数据等）在县域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

经济发展全域旅游、生态环境、水务水利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

业价值’实现区县级数字孪生城市在单个或综合性领域的应用。

本赛道由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题目:数字孪生赋能智慧县域治理

＋-｀摄影赛道

摄影赛道以“太空览胜·影像中国’’为核心’围绕“中国城乡变

迁”与“大地自然肌理”两大主题’以遥感影像为载体’借助摄影

测量遥感技术与艺术创作创意形式’ 以增强遥感影像产品的科普

性、趣昧性、文娱性、易获得性和可推广性为目标’拉近社会公众

认知、熟悉遥感影像产品的距离’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画卷。

本赛道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京师天启（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题目1—中国城乡变迁:

刻画中国城乡的形态与风貌变迁历程’展现城乡建设成就。

题曰2—大地自然肌理:

捕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肌理之美’记录中国壮美风光与秀丽山

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