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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与高性能计算技术的发展，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影响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国家安全、科学研究等国家活动和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本书的宗旨就是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最新重大成果介绍给广大读者，同时也期望能推动
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地球信息科学技术是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信息技术(IT)领域出现了“红移现象”，即信
息化的需求已超过信息技术摩尔定律的增长速度。
地球信息科学技术从e-战略发展到u-战略，如原来的e-日本、e-韩国，现在已发展成为u-日本、u-韩国
；原来的e-东京、e-首尔转变为u-东京、u-首尔。
作为u-战略的第一步，中国已有10个城市从数字城市转变为无线城市，全球已有600个城市从e-城市转
变为无线城市。
本书侧重介绍了信息通信网络(ICN)、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的进展，讨论了互联网的三次浪潮，尤其
是万维网（Web）、格网(Grid)以及泛在网在地球信息科学中的作用，如Web GIS、Grid GIS等，同时
对无线接入技术(WiFi, WiMAX)等进行了分析。
针对高性能计算(HPC)技术，本书讨论了由互联网（有线、无线）连接起来的计算机集群在地球信息
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作用，包括Web，Grid，Cloud Computing/Service，以及它们将数据资源、计算资源
及其他资源集中为IT资源池，将计算分析任务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形成虚拟数据库及虚拟计算环
境SOA、MDA、ESMF等，在高性能计算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技术集成、数据融合、共享和建模，使
用户可以进行大数据量的计算与复杂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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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涵盖所取得的最新重大成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和机遇，包括从e-战略到u-战略
的发展，IT红移，以及信息通信网络（ICN）和高性能计算（HPC）技术的进展；第二部分介绍地球
空间信息技术进展，包括遥感系统（RS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基于空间位置的技术系统（LSB）、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如RFID）、地球系统数据网站以及地球空
间信息技术集成、数据融合等的进展；第三部分介绍全球地球观测系统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地
球观测系统进展，并提出关于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发展的若干设想。
 　　读者对象：与中国信息化、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政府决策者、企业管
理者和项目规划人员，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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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信息化从“e-战略”到“u-战略”的发展和IT红移1.1 信息化从“e-战略”到“u-战略”的发展趋
势综述信息技术是推进21世纪发展的最强大力量，将为所有的人提供重要的机会。
信息社会是通过充分利用知识和设想实现人类的希望的社会。
当前，电子商务( e-Business)蓬勃发展，已经在全球成为全新的商业模式。
同时，冠以“e”字母的信息化战略逐渐形成了潮流。
面向国家、地区、行业领域的信息化的“e．战略”计划被广泛提出。
日本、美国均于2000年宣布建设电子政府( e-Government)，日本将其作为本国千年工程的重要内容。
欧盟提出了电子欧洲——“e-欧洲”计划。
类似的“e-英国”、“e-日本”、“e-韩国”等相继提出。
在我国，2002年8月，国家做出了开展电子政务( e-Government)建设的决定。
全国各地区纷纷响应，以“数字”冠名的数字北京、数字福建、数字广东等信息化计划先后被提出。
这些都属于“e-战略”的范畴。
“e-战略”主要是指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实施信息化、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计划。
“e-战略”中的“e”是“electronic”的字头，指“电子化”。
“e”化的提出可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
1992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其目标是“将网络连接到每一个美国家庭”。
网络与家庭相连接即意味着社会公众能够普遍上网，政府、企业、公众可以处于同一个网络环境之中
。
据此，美国学者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大应用，即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和电子
娱乐。
其中，电子政府(e-Government)、电子商务(e-Business)列前两位。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子化”或“e”化的概念由此产生。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技术的蓬勃发展，“e-战略”逐步被催生出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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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进展》读者对象：与中国信息化、地理信息系统(G1S)、遥感和信息技术相关
的政府决策者、企业管理者和项目规划人员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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