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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地形分析是随着数字高程模型的发展而出现的地形分析方法。
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重点讨论数字地形分析的基本概念、地形的数字特征以及地形的数学建模。
第二部分着重介绍数字地形分析的基本技术，包括基本地形参数计算、地形形态特征分析、地形统计
特征分析、复合地形属性和地形可视化及分析。
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数字地形分析中的误差处理方法，以及数字地形分析的技术走向和发展趋势。
     本书适合于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地理、水文、生态、环境等地学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开发人
员使用，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学等相关领域和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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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鸣，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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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1.2 地貌形态 地形地貌从结构上可分为点、线、面等基本要素，但基本地形要素
的复合则可形成各种各样的地貌类型。
地貌形态一般从地形外部特征和规模上进行分类。
 1.按外部特征分类 按其形态外部特征，可以分为正（向）地貌和负（向）地貌两大类，每一类又可分
为封闭的和非封闭的地貌形态，还可进一步分为简单地貌形态和复杂地貌形态。
 正地貌，是高出某一近似水平面的凸起形态，如山、山岭、山岗、土丘等。
 负地貌，为低于某一水平面的凹下形态，如盆地、洼地、河谷等，平原为负地貌。
 封闭地貌形态，四周以斜坡为界，如丘陵、洼地等。
 非封闭（开放）地貌形态，一侧或两面没有斜坡，如谷地、冲沟等。
 简单（单个）地貌形态，通常地貌体较小，面积不大，形体简单，如冲沟、阶地、沙丘、洪积扇、独
立的小丘或垄等。
 复合（复杂）地貌形态，地貌体规模大，由多种简单形态组合而成，形体复杂，如大河谷、山岭等。
简单地貌形态常能演变成为复合形态，如冲沟可演变为河谷，若干洪积扇可联合形成山前洪积平原。
 2.地貌规模 地貌的规模大小极其悬殊，通常按其相对大小进行分级，称为地貌相对等级。
 星体地貌，面积从几十万到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可分为大陆、现代地槽带、大洋底和中央海岭（大洋
中脊、大洋中部海底山脉）等。
 巨地貌，面积约几万到几百万平方公里，如阿尔卑斯山系、昆仑山系、西藏高原等。
 大地貌，面积从几百到几万平方公里，如山系中的某一山脉和大盆地。
 中地貌，通常面积约有几平方公里或几十平方公里，为大地貌内的次一级地貌，如山地中的分水岭、
山间盆地，较小的河流谷地，单独的山岭等。
 小地貌，中地貌表面上更为复杂的地势起伏，如山脊、侵蚀细沟、溶蚀漏斗、谷坡、小河谷等便是小
地貌形态。
 微地貌，是使大、中、小地貌的表面复杂化的极小的地形起伏，如小的侵蚀犁沟、小丘、沙丘表面的
沙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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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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