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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陆海空天一体化空域监视系统项目建设内容主要

是建设完整的空管指挥中心及其支撑系统。开发空管

中心业务化运行的支撑平台，为所辖空域的监视目标

提供数据实时处理、多源融合显示、应用分析、空情

监控预警等运行平台，为空管中心综合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为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信息。

项目介绍



一、项目概况

ADS-B数据源

北斗数据源

二次雷达数据源

一次雷达数据源

船舶AIS数据源

ACARS数据源

陆海空天一体化空域监视系统工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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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数据融合显示
ADS-B、AIS、北斗、二次雷达

空情监视及禁飞区预警
海上目标、空中目标

航管坐席辅助决策指挥

航图海图一体化
实现统一坐标系下电子海图与矢量

航图的融合显示

船岸一体化数据交互
实现基于卫星的船端岸端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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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陆海空天一体化空域监视系统工作框架



一、项目概况

陆海空天一体化空域监视系统在功能和性能方面
的需求主要表现在：
l 提供所辖空域监视目标信号的实时数据处理、

融合显示、空情监视监测能力；
l 提供数据资源高效管理的能力，提供面向空管

中心的数据分析、在线、离线多种方式的信息
服务能力；

l 提供基于数据库系统的局域网 内信息分发及信
息交换能力；

l 提供基于GIS系统的座席管制员管制、调配、指
挥航空器的能力。

行业市场



一、项目概况

实现功能完整的航管座席辅助指挥系统
通过借助于 GIS 技术、数据库技术、中间件技术，

实现完整的航管座席辅助指挥系统，实现飞行计划情报
融合管理、空域划设管理、飞行计划辅助调配管理、增
强的飞行计划管理、数据记录与回放等功能。

数据查询检索

可按照地理位置或关键字进行数据查询分
析，可进行图形化、可 视化查询检索。对查询
结果可进行数据的导出与下载。

基础数据管理

数据的分级分类存储、数据权限管理、
数据同步、数据备份与恢 复、目标元数据管
理、数据使用管理等。

低空目标多源数据实时处理及空情监控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接收、解码、质控等处理手段，

实时加载至空 情监控系统中，以地理信息系统为载体，通
过比对分析系统自动提取 目标的变化情况，形成目标轨迹
监控记录。实现偏航预警、禁飞区告警等。

数据综合展示

通过选用统一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实现数据
的分层显示。数据 通过视野范围的不同，可分用户、
分类型展示不同的数据层。

流量对比分析

通过选取同一地理范围内不同时间的多个目
标轨迹影像，进行流 量监控分析处理，为后续的
业务应用做好基础数据。

系统功能





二、市场状况和行业前景

市场现状

据中国AOPA通用机场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0

年6月底，全国在册通用机场数量达290个。2020年

第三季度全国新增通用机场23个，在册通用机场数量

持续上升，数量达313个。其中华东地区新增10个，

东北、华北、中南地区各新增3个，西北、西南地区分

别新增2个，新疆较上季度数据无变化。

民航和通航的管理部门想要对机场的精准监管、

精确决策、精细管理、精心服务，都需要大数据给予

支持。



二、市场状况和行业前景

目前，我国军、民航业持续高速发展，空域逐渐开放，低空的小目标将成为未来低空空域监视

的难点与重点，但是现行的空域监视技术和设备严重落后，许多中小型机场没有监视设备，缺乏有

效的监视手段，这给飞行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我国现有的监视手段对低空目标的监视能力极为有

限，面对即将开放的低空空域，需要掌握低空空域监视的有效手段。

传统、单一的数据源无法满足现有的航管业务要求，因此，空域数字化环境构建与智能化应用

技术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综合利用本地资源，实现高性能、高可靠性的低空监视的一种综合手段。

行业痛点



二、市场状况和行业前景

行业政策陆续出台构成了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动力。近年来，我国政

府不断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实质性利好政策。

2018年，《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提出到

2022年，初步建成由全国低空飞行服务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区域低空飞

行服务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和飞行服务站组成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持续的政策鼓励与支持下，中国通用航空市场的

潜力巨大。而后有关部门以这一政策文件为指导，密集出台多项利好政策，

为通用航空的发展保驾护航。

行业前景——政策导向

行业前景——军民融合

平战结合，统筹规划。着眼低空空域交通管制和空防预警探测的现实

需求，站在平战结合、体系建设的高度，订详细的顶层规划，统一资源，

合理布点布局，充分发挥军用雷达组网信息交互管理方面的优势，兼顾民

用空管的特点，构建“安全、可靠、高效、灵活”的软件设施体系。





三、产品运营

实现业务工作的自动化、智能
化，通过对业务流程的整体把握， 
将需要重复的业务工作提取固化，
形成特定的软件系统，使之能够自 
动完成，减少人力参与。

借助于 GIS 平台、数据库等软件
技术，实现低空目标多源数据 的融合
显示、监控、统计，使数据可视化，
提供航管人员管理决策支 撑平台。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通过预留的数据接口可与其
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通过 GIS 技术，实现功能强大、
内容完整、界面友好易用的电 子航
图制作系统，基于图层管理技术，
可方便的进行图层编辑、纸质 资料
输入输出。

实现低空目标数据的实时、多
样化处理，提供多样化的数据服 
务方式，可供预警、指挥、科学研
究等方面的数据使用。

产品创新点



三、产品运营

      盈利模式为产品内收费为准，主要手段有数据分析服务、数据付费下

载、数据服务年费，区域代理，数据咨询、定制服务等盈利来源。

盈利
手段

数据分
析服务

数据付
费下载

设备
租赁

定制
服务

区域
代理

服务
年费



三、产品运营

数据分
析服务

数据付
费下载

服务
年费

定制
服务

设备
租赁

区域
代理 盈利模式

       为民航和通航机场提供大数据分

析服务，出具年度报告。

     成为大数据提供商，为企事业单位提供

相应的大数据服务。

       为民航和通航提供相应的功能增

加的改进，并收取年费。

       分层代理，设置省级运营中心、地级

市代理商并发展通航、民航和无人机相关

业务。

       为民航、通航和航空类院校及科研院

所提供设备租赁和平台搭建服务。
      开放手机APP和微信小程序服务，并按

照不同类的人群需求开发相应的定制化服务。



三、产品运营

本产品
销售渠道

民航、管理部门
通航 用户

航天大学、科研院所
部队

增值服务
定制服务
数据分析



三、产品运营

区域代理

招募区域代理，针对

航空爱好者或者大学

等针对专业用户进行

精准推销。

民航机场

免费为机场提供空管

参考，结合机场雷达

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通航机场

提供给机场ADS-B设

备安装，可以买断可

以提供年费服务。

（需要安装机载设备）

通过广告代理和手机

推送进行多媒体推广，

实行分析数据可赚钱。

应用推广





四、风险管控

危机预测

用户流失

成本增加

行业转型

恶意竞争

成本增加
      对于机载设备的审核、安装和对用户的预估不足，需要
增加制作成本。（需要建设设备厂房或者产品制作外包）

用户流失
      对于用户体验良好度，会导致一些用户流失。（增加意
见反馈功能，成立大区域经理，及时的挖掘客户需求，增加
用户良好的体验感。）

行业转型
      国家政策性的导向，对大数据的分析偏差。（我们可以
从线上服务提供实体服务，成立通用航空公司自己运维，成
为通用航空全国示范单位）

恶意竞争
      对于同行的打压，会导致用户流失。（提高软件科技含
量，加强用户体验，及时的对服务流程进行监督） 



四、风险管控

财务计划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使用计划占比

第一期
第二期

3000万
2000万

技术开发 推广费用 设计费用 人力成本

60%

10%

10%

20%

     第一期投资将于2021年10月，用于陆海空天一

体化空域监视系统开发与推广，第二期预计将2022

年进入，具体占比视第一期财务状况决定。

     第一期投资将主要用在以下方面：技术开发占比为

60%、推广拓展占比为20%、设计成本占比10%、人力

占比10%。



四、风险管控

1.民航机场的数据采集和填补雷达探测盲区，为民航机场提供大数据分

析和整理服务。

2.通用航空，减少建设成本，加强对航空器有效监管。

3.民航大学和航空类科研院所对空中交通管制以及大数据进行系统进行

学科研讨以及学术研究。

对标市场





五、团队介绍——公司介绍

      青岛地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光谷软件园29号楼，办公面积近4000平方米，是集科学与工程软件、军

工装备和高端仪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是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及通过双软认证的软件企业，

并具有军工生产能力。

行业地位：

国内领先的数字地球与海洋科学软件开发商。

国内领先的空中交通管制解决方案提供商。

业务范围：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及设备研发

地球及海洋科学软件研发

海洋测绘装备研发

航行情报综合信息服务

测绘工程服务

地球科学大数据产品服务



五、团队介绍——公司介绍

科学与工程软件及高端装备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国内领先的数字地球与海洋科学软件开发商。

国内领先的空中交通管制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定位

行业地位



五、团队介绍——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职位 人员简介

张俊明

山东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青岛地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

高级工程师

青岛市黄岛区政协委员

中国海洋测绘学会专业委员

中国海洋工程协会理事

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创业领军人才，2017年

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2016年入选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2015年被

评选为青岛市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工作业绩

Ø2017-2019年，主持开发“东方红3”船全船计算环境

Ø2016-2018年，主持开发《海洋测绘软件国产化工程-地球物理数据处理系统》

Ø2013-2017年，组织研发空管多源数据融合监视系统

Ø2012-2015年，大洋协会十二五计划课题《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软件系统开发》

Ø2008-2009年，国家海洋局908专项《海洋声学探测数据处理与质量评价系统》

Ø2007-2008年，国家863计划协作课题《MBP数据库、绘图包与软件系统》

Ø2004-2005年，设计开发《地球探索者》平台

Ø2001-2003年，完成《航管雷达远程终端》软件编制



五、团队介绍——人员配置

其他人员：25人

驻站专家：3人
金翔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俊明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省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
曹立华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金山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级高工

测绘人员：30人

研发人员：30人

人员配置



五、团队介绍——资质及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公司拥有：

1项发明专利

12项实用新型专利

46项软件著作权

资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测绘乙级资质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理事
军工保密二级资质
武器装备质量认证体系
武器装备承制资格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博士科研工作站
双软认证软件企业



五、团队介绍——产品特点

1.每一款产品都是完全由研发团队从底层自主开发。 

2.每一款产品都是30万行以上C/C++代码的大型重量级软件。 

3.每一款产品都是具备深厚专业学术素养的高科技结晶。

 



五、团队介绍——国家课题

年份 项目名称

2007年 国家863计划协作课题《MBP数据库、绘图包与软件系统》

2008-2009 国家海洋局908专项《海洋声学探测数据处理与质量评价系统》

2009-2010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Argo数据业务化处理系统》软件

2011-2014 国家海洋公益专项《海洋地球物理声学探测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

2012-2015 大洋协会十二五计划课题《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软件系统开发》

2013-2016 青岛市科技局《精密海洋数字地球软件开发包》

2014-2015 科技部创新基金《多型声呐数据集成采集与融合处理系统》

2014年 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海洋测绘软件国产化工程--全三维多波束数据处理软件》

2014年 海军装备研究院《*****浮标业务化运行系统》

2014年 北航空管《****低空目标监视系统》

2015年 中科院沈自所“蛟龙号” 《潜器目标GIS显控模块》

2015年 哈工程水声学院《超短基线水下跟踪监控系统》

公司团队近年完成的项目



五、团队介绍——国家课题

公司团队近年完成的项目

年份 项目名称

2016年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2016年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精细目标的侧扫声呐数据处理软件》

2017年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大洋海底地理实体信息管理系统》

2017年 中船重工719所《水声环境数据管理系统》

2017年 青岛西海岸新区地震局《数字地震科普馆》

2018年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CMOC/China网站及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2018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先导专项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

2019年 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3号科考船综合信息系统》

2019年 海军XX大学《XX船体建造三维测量系统》

2019年 江苏省航道局《内河航道障碍物自动识别系统》

2019年 海军XX学院《海洋环境三维仿真训练系统》

2020年 中船重工705所《嵌入式电子海图软件系统》

2020年 中船重工705所《数字海上试验场仿真平台》



五、团队介绍——获奖情况



五、团队介绍——获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