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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迈进。
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及与之相协同
的通信和网络技术已经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人类面临资源、环境、灾害、人口的
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它们在地球资源勘测和开发，环境和灾害的监测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
从而对人类认识和保护地球，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和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技术保障。
地球空间信息已逐渐形成一项强有力的产业体系，它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推
动社会就业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4年第l期的《自然》杂志，曾把以空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地学技术称为与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同等
重要的当代三大最具发展前景的技术。
21世纪空间信息技术将全面步入集成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实用化的新时期，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在我国空间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倪金生先生领导北京东方泰坦科技有限公司在该领域占据
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们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现代化的大好形势下，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化的迫切需求
，立足自主，研发了包括图像处理、地图矢量化、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三维影像及农、林地理
信息平台等全系列TITAN空间信息软件系统，在推进空间信息技术产业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和人才培训，集聚了一批富有学识、精于实践的专家学者，
办学校、授课程，言传身教，在我国民办地理空间信息科技教育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丛书”，其覆盖面包含了遥感对地观测、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
导航定位技术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对相关理论的论述和技术系统的介绍，但其核心是对TITAN空间信
息系统的基础、技术、软件及其在各行业、各领域应用的全面表述。
该系列丛书的编写，既立足于当前空间信息技术的现状，又面向其发展的趋势，其出版必将对加快地
球空间信息体系的建设并拓宽其服务和应用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丛书的编著者都是长期全身心投入、致力于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的专家，他们
曾参加过国家重点项目的攻关和高技术研发，既有深入的技术实践，又有高度的理论升华。
本丛书在剖析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作
为示范，还通过实例介绍了空间信息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应用。
该丛书不仅对于地球空间信息领域的职业教育，而且对于面向社会的科技普及，深化地球空间信息科
学技术教育，都是一部重要的教科书和参考文献，它同时又是一套促进行业和领域内的技术交流、加
深理解、促进和深化应用的具有指导作用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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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讲述了数字城市的理论，并列举了大量利用Titan软件进行数字城市建设的案例，
力求把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理论更好地应用在城市建设中。
第1章讲述了数字城市的基本理论、功能及发展。
第2～8章阐述了数字城市的关键技术，第9～13介绍了数字城市的典型应用案例。
　　本书系统性强，原理与案例并重，可作为数字城市及相关专业的本科或高职高专的教材。
同时，对从事数字城市相关科学领域的技术人员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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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城市概论1.1 数字城市的背景1.1.1 数字城市产生的背景1.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城市信息与
人类的生存与进步密切相关。
人类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信息打交道，利用信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程度的不断深入、社会信息的日益增加、管理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如何准确、及时
地获取、处理、传输和利用信息逐渐成为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科学的出现及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在信息的获取、传输、存储、
处理及利用信息进行管理、决策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个社会出现了“信息化”潮流
。
“信息化”潮流源于人类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根本需求、源于信息机械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力水
平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源于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
目前，信息技术已发展到崭新的阶段。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地理信息的获取和更新的能力；以宽带光纤和卫星通
信为基础的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增强了信息的交换能力；分布式数据库和共享技术的发展，极
大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管理能力；仿真和虚拟技术的成熟，酝酿着信息应用技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
信息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
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必须顺应世界信息化的历史潮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数字城市的技术革
命。
根据城市的聚集与扩散理论，在推进全球信息化的过程中，城市是地区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聚
集和扩散中心，尤其是信息流的产生和辐射中心。
城市不仅是其所在区域的物质、能源、资金、人才及市场的高度集中点，更是信息产生、交流、扩散
和传播的高度聚合点。
信息资源成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转换为是否运用信息
科学理论和信息技术来提高城市对信息的感知、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的能力的竞争。
信息化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线性的，凡是信息化发展速度快的城市，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将越来
越快；相反，信息化发展较慢的城市，其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较慢。
因此，在全球信息化的热潮中，城市面临着“边缘化”危机和“数字鸿沟”的挑战，信息流成了信息
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信息技术的利用水平和信息化程度的不同，出现了“信息鸿沟”和“信息不对
称”现象，即信息化水平高的城市，其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高、信息流动快、准确性高、经济发展较
快；相反，另一些城市由于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较低、信息流动较慢、准确
性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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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城市》系统性强，原理与案例并重，可作为本科或高职高专的数字城市及相关专业的教材。
同时，对从事数字城市相关科学领域的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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