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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基础教程。
全书共分8章。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由与发展过程；第二章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介绍其涉及的
硬件构成、软件模块及系统的功能；第三章空间数据获取，介绍数据的采集、获取、转换及其质量问
题；第四章空间数据表达，介绍地理现象、空间对象的关系及其矢量、栅格表达，空间数据模型与数
据结构等；第五章空间数据处理，介绍各种空间操作的算法以及实现策略；第六章空间数据管理，介
绍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与模型；第七章空间查询与空间分析，介绍空间查询分析的各种方法；第
八章空间数据的可视化与地图制图，以实例介绍普通地图与专题地图制图等地理信息可视化与输出问
题。
    本书对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基础理论、算法以及实现原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述，对地理信息系统
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地球科学领域
从事地理信息科学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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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任教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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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式数据库与互操作工作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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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获香港裘槎奖励基金，并获得过省级优秀教师、测绘局跨世纪人才、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人事
部科技一等功臣、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十多项奖励。
1999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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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表现象异常复杂。
有自然地物和人文地物，各种地物形状各异、关系复杂。
但是，在GIS中人们将它们抽象，用数字表达可以归结为四大类：数字线划数据、影像数据、数字高
程模型和地物的属性数据。
数字线划数据是将空间地物直接抽象为点、线、面的实体，用坐标描述它的位置和形状。
这种抽象的概念直接来源于地形测图的思想。
一条道路虽然有一定的宽度，并且弯弯曲曲，但是测量时，测量员首先把它看作是一条线，并在一些
关键的转折点上测量它的坐标，这一串坐标描述出它的位置和形状。
当要清绘地图时，根据道路等级给予它配赋一定宽度、线型和颜色。
这种描述也非常适用于计算机表达，即用抽象图形表达地理空间实体。
实际上大多数GIS都是以数字线划数据为核心。
影像数据包括遥感影像和航空影像，它可以是彩色影像，也可以是灰度影像。
影像数据在现代GIS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主要原因：一是数据源丰富，二是生产效率’高，三是它直观而又详细地记录了地表的自然现象，
人们使用它可以加工出各种信息，如进一步采集数字线划数据。
在GIS中影像数据一般经过几何和灰度加工处理，使它变成具有定位信息的数字正射影像。
数字高程模型实际上是地表物体的高程信息。
但是由于高程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管理和应用都比较特殊，所以在GIS中往往作为一种专门的空间
数据来讨论。
数字高程模型可以由数字摄影测量方法直接采集得到，也可由其他测量方法，如野外测量或扫描数字
化之后，经过数据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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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是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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