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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多学科结合的边缘学科，实践性很强。
GIS专业培养的人才，不但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要掌握过硬的实践技术，具有不同层面的实际
动手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实验教学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实验课是为理论
课服务的。
教学必须紧密结合应用，加强实践内容的研究，重视GIS应用环节，做到理论与应用并重。
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能力方面的作用重大，在培养人才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将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使课堂内容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理论课程更容易被学
生理解，全面增强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专业
应用能力和软件开发能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ldquo;地理信息系统&rdquo;课程已经讲授了10多年，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
计划的要求，实践课时占相当大的比例，通过数年的教学经验表明，没有一本配套的实验教程，很难
提高教学质量，很难提高实验课的效率，为了促进GIS实验教学正规化、标准化，有效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出版这一教材是当务之急。
　　MapGIS软件的创新保持了地理信息系统课程的优势和特色，充分发挥了其在地理信息系统课程实
践教学中的核心作用，通过MapGIS技术创新，不断拓展课程研究方向和领域，拓展课程实践内涵，提
升课程实践层次，促进课程实践内容推陈出新，课程实践结构不断变革创新。
MapGIS地理信息系统被引入地理信息系统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人才培养起到了推动作用。
　　GIS实验教材建设的目的是建立GIS课程的实践内容体系，实践教程以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为基础，
以MapGISK9为平台，涉及空间数据的采集、处理和管理，地理信息的空间分析和地学建模以及地理
信息系统的建立和运用等方面内容，全书按照GIS数据输入、处理、管理和分析等功能的应用划分章
节，共分11章。
　　第1章MapGISK9地理信息系统；　　第2章GIS数据输入；第3章GIS数据处理；　　第4章GIS数据
管理；　　第5章栅格分析；　　第6章矢量分析；　　第7章网络分析；　　第8章统计分析；　　第9
章数字高程模型；　　第10章数据转换；　　第11章综合应用分析。
　　本书第1章主要参考了吴信才所著的《空间数据库》一书，其他章节基于MapGISK9平台完成。
全书广泛涉及地质、矿产、地震、水文、环境、资源、土地、农业、林业、灾害、人口、市政、交通
等领域的各种工程应用案例。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GIS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工作实践中面向应用，组织了多项GIS应用软件开发
项目，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应用案例。
该书选定最有代表性与辐射力的国内主流MapGISK9软件等作为GIS课程的实验对象。
一个案例集中了GIS的很多功能，把GIS功能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学生通过一个案例的学习，就能掌握GIS诸多功能，找到快速学习GIS软件的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解决了以往学会了GIS软件但不知道怎么应用的问题。
该书的编写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软件与工程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项目与应用结合、基础与综合
结合，将生产与科研成果、工程项目应用案例、MapGISK9开发技术融入教材编写过程中。
认真精选GIS软件的实践内容，尽量吸收国内外GIS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果，尽可能做到系统性、科学
性、综合性、实用性的统一。
通过本实践教材的学习，可以很好得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GIS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掌握GIS总体设计、功能要求、系统结构和组织实
施等方面的基本技术，掌握GIS软件的应用和操作，并能用之解决工程中的实际应用问题，加深对地
理信息系统课程的综合理解。
　　本书主要由郑贵洲策划并组织编写，参加编写的人员还有胡家赋、晁怡、张学华、花卫华、杨乃
，彭俊芳参加了教材11.5节地质专题图制作的编写工作及文字整理和绘图工作。
书中融入了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河南省经贸工程技术学校项目合作的部分成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与实践教程>>

研究生姚昳昕、晋俊岭、任东宇、刘琳、李剑萍、师素姣参与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本科生李小
群、陈贵珍、方辉、刘天凤等为本书案例做了部分数据实验，在此真诚感谢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
动。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切盼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以便进一步完善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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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介绍了GIS软件MapGIS K9的基本组成及主要特点，阐述了MapGIS
K9在地图数字化、专题图制作、地图投影、误差校正、影像匹配、属性表建立、地理数据库创建、栅
格分析、矢量分析、网络分析、地形表面分析、数据转换等方面的应用，广泛涉及土地利用、灾害评
估、洪水淹没、矿产预测、农田保护、退耕还林、土壤分析、粮食估产、人口统计、道路选线、资源
分配、多车送货以及旅游胜地、商店和实验室选址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软件与工程、教学与科研、项目与应用、基础与综合等方面的结合。
教材融入了大量生产与科研成果，以及大量工程项目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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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8）支持多层次数据组织，包括地理数据库、数据集、数据包、类、几何元素、几
何实体、几何数据。
（9）几何数据支持矢量表示法和解析表示法，包括折线、圆、椭圆、弧、矩形、样条、贝塞尔曲线
等形态。
能够支持规划设计等应用领域。
1.3.2空间参照系空间参照系是平面坐标系和高程系的统称，用于确定地理目标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把大地水准面上的测量成果换算到椭球体面上的计算工作中，所采用的
椭球的大小；二是椭球体与大地水准面的相关位置不同，对同一点的地理坐标所计算的结果将有不同
的值。
因此，选定了一个一定大小的椭球体，并确定了它与大地水准面的相关位置，就确定了一个坐标系。
一个要素要进行定位，必须嵌入一个空间参照系中。
地面上任一点的位置，通常用经度和纬度来表示。
经线和纬线是地球表面上两组正交（相交为90。
）的曲线，这两组正交的曲线构成的坐标，称为地理坐标。
因为GIS所描述是位于地球表面的信息，所以根据地球椭球体建立的地理坐标（经纬网）可以作为所
有要素的参照系统。
地球表面是不可展开的曲面，地理坐标是一种球面坐标，也就是说，曲面上的各点不能直接表示在平
面上。
为了能够将其表面的内容显示在平面的显示器或纸面上，必须运用地图投影的方法，建立地球表面和
平面上点的函数关系，使地球表面上由地理坐标确定的任意一点，在平面上必有一个与它相对应的点
，即建立地球表面上的点与投影平面上的点之间的一对应关系。
地图投影的使用保证了空间信息在地域上的联系和完整性，在各类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过程中，选择
适当的地图投影系统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MapGISK9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地图投影以及相互转换的功能。
使用者可根据需要方便地建立不同的坐标系并进行相互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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