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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空间规划决策支持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
决策空间、空间耗费距离、空间复杂网络、空间可开发度、景观空间格局等基本原理，以及空间多准
则决策方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方格网分析方法等，同时给出了空间规划决策支持
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在空间规划决策支持系统开发、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结构体系构建和优化中
的典型应用示范，由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空间规划决策支持技术的新发展。

 本书
可供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生态规划等相关领域的科研、教学、管理、实践工作者阅读参
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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