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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地理信息系统及其数据库正在融入IT技术的主
流，成为IT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人类正在步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世界各国都把发展信息产业、信息基础建设和培
养信息建设人才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
面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面对地理信息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前景，近年来，我国很多高等院校设
立了“地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很多与地理信息系统相关的专业，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土地利
用、环境保护、水文水利、农林规划、交通规划等，纷纷开设了地理信息系统系列课程。
在研究生教学中，很多学科把地理信息系统及其数据库技术作为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由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是本学科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与空间信息打交道的各行各业在建立本部门
地理信息系统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平台，而目前我国还没有一
种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方面的适合高等院校学生使用的教材。
在这种形势下，加速对地理信息系统学科全面建设，培养能全面掌握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理论和技术
方法的人才，已成为高等院校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书为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增补、修改和删除了部分章节编写而成，更贴合实际应用。
全书共七章。
第1章：绪论，首先从GIS数据库概念人手，论述了GIS数据库的基本特征、对它的认知、作用及研究
意义；简单介绍了GIS数据库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GIS数据库的DBMS概念和RDBMS的基本特征
；同时着重论述了GIS数据库突出特点和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2章：空间数据的表达与管理，主要包括空间分布的基本概念、空间数据表达、空间结构与组织、
空间索引、空间数据管理和GIS数据库查询语言等基本技术和方法；通过对空间数据方方面面的介绍
，说明了空间数据是GIS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章还介绍了GIS数据库的空间分布类型、各种数据结构、
空间数据挖掘的基本类型、面向对象数据库方式等与GIS数据库有关的一些理论和技术方法。
第3章：GIS数据库设计，在第2章的基础上，从研究GIS数据库技术与方法角度出发，研究和探讨
了GIS数据库没计和建立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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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第2版）》全面、系统地论述GIS数据库的基本原理、应用方法、最新理
论与发展趋势，以及在国土规划与管理、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许多应用实例，所涉及的主要内
容和相关关键技术是目前GIS数据库研究与开发最需要考虑的技术问题之一。
全书共七章，内容包括：绪论；空间数据的表达与管理；GIS数据库设计；WebGIS数据库技术；GIS
数据库标准化；GIS数据库基础应用；GIS数据库发展前沿。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第2版）》可作为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测绘工程等专业高年级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供城市规划、国土管理等相关专业研究和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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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抽象特征空间数据描述的是真实世界所具有的综合特征，非常复杂，必须经过抽象处理。
不同主题的GIS数据库，人们所关心的内容也有差别。
在不同的抽象中，同一自然地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语义，如既可以被抽象成水系要素，也可以被抽象成
行政边界，如省界、县界等。
3.空间关系特征空间数据除了空间坐标隐含了空间分布关系外，空间数据中也记录了拓扑数据结构表
达的多种空间关系。
这种拓扑数据结构一方面方便了空间数据的查询和空间分析，另一方面也给空间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维护增加了复杂程度。
特别是有些几何对象，没有直接记录空间坐标的信息，如拓扑的面状目标仅记录组成它的弧段的标识
，因而进行查找、显示和分析操作时都要操纵和检索多个数据文件。
4.多尺度与多态性不同观察尺度具有不同的比例尺和精度，同一地物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形态差异。
例如，任何城市在地理空间都占据一定范围的区域，可以被作为面状空间对象。
在比例尺较小的GIS数据库中，城市是作为点状空间对象来处理的。
5.非结构化特征在当前通用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记录一般是结构化的，即它满足关系数据
模型的第一范式要求，也就是说每一条记录是定长的，数据项表达的只能是原始数据，不允许嵌套记
录。
而空间数据则不能满足这种结构化要求。
若将一条记录表达成一个空间对象，它的数据项可能是变长的。
例如，1条弧段的坐标，其长度是不可限定的，它可能是2对坐标，也可能是10万对坐标；此外，1个对
象可能包含另外的1个或多个对象。
例如，1个多边形，它可能含有多条弧段。
若1条记录表示1条弧段，在这种情况下，1条多边形的记录就可能嵌套多条弧段的记录，所以它不满足
关系数据模型的范式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空间图形数据难以直接采用通用的关系数据管理系统的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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