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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义、内容、特点、应用范围、发展阶段、发展现状、开发模式、开
发步骤以及如何利用MapX在VB环境中开发一个实用的地理信息系统。
    本书以VisualBasic 6．0作为开发工具，结合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和构件化程序设计等新技术，开发完成
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读者可以根据书中程序的解释说明和算法设计，开发自己的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程序。
    本书可以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和补充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地理信息
系统和图形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的教师、学生、技术人员以及开发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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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3)专题数据。
这里是一个包含人口统计数据的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4)MapX程序实例。
    这是一个丰富的程序实例库，包含了当今流行的各种语言和MapX结合的程序实例，展示了MapX的
很多功能和使用方法，是初学MapX的人员很好的参考资料。
要获取最新的参考资料，请访问：http：//www．mapx．com。
(5)工具。
使用MapInfo地图管理器(GeosetManger40．exe)注册在MapX中使用的表，可以轻松建立地图管理词典
，便于今后用户对数据地访问。
(6)MapX参考文件。
购买MapX4．5的用户将收到MapX开发手册，手册中详细讲解了MapX地图操作概念及如何有效使
用MapX进行程序开发(测试版中不包含)。
实际上MapX在线帮助也是一本不错的“开发使用手册”，包含了大量的样例程序和相应的使用方法
。
(7)空间数据管理。
使用空间数据管理，可以从远程数据库如Oracle、Informix中显示地图数据。
4．4  制作地图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制作过程中，数据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该系统的成功与否，
因此，如何有效、高速地制作地图数据和属性数据是各个部门和单位迫切关心的问题。
空间地理数据的获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陈述彭)：地图数字化方法分为两种类型：①手扶跟踪数字
化②光学扫描仪的栅格扫描。
使用手工和自动方法进行地图数字化，对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来说是一切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开始。
早期，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输入以手扶跟踪方法为主，特别是对矢量数据，如河流、道路网等，随着
数据的扫描输入技术日新月异，速度和精度都有明显提高，应用日益广泛。
1．手扶跟踪数字化方式用来记录和跟踪地图点、线位置的手工数字化设备，包括固定地图的数字化
板和光标，手扶跟踪数字化的采点精度为每毫米大约5到50个点，而光标位置的记录是在平面笛卡尔坐
标系中以毫米或者千分之一英寸为单位进行的。
空间坐标串包括了表达点、线和面等矢量格式的原始数据。
手扶跟踪数字化的精度受三种情况的影响：①控制点的数量和精度；②地图纸张伸缩；③操作者的技
术。
一般地，手扶跟踪数字化操作的第一步是在数字化地图区域之外的三个角上分别选取三个参照点，这
些点确定了数字化文件相对于数字化板的位置。
如果数字化文件从数字化板上取下，后又贴在板上的不同于原来的位置，当对该文件进行新的数字化
或者编辑操作时，只需将上述选取的三个参照点重新数字化。
虽然数字化文件在不同的数字化阶段，文件相对于数字化板的位置可能发生了几次变化，但是，由数
字化软件在不同数字化阶段生成的结果——平面坐标数据将保持一致性。
数字化操作的第二步是确定几个控制点并将其数字化，这些控制点的位置用来确定从平面坐标到输入
地图的投影坐标的转换参数。
如果知道了地图的投影参数和投影类型，这些控制点的位置可以以地理坐标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此可
以进一步计算出控制点的东移和北移。
控制点的选择对于空间实体地理位置的确定，即空间坐标数据的地理编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地理编码数据是不同来源的地图相互之间以及地图数据和其他类型数据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
数字化操作的第三步，将以点、线和数据流模式采集数据。
在点模式下，地图上各个孤立的点位置(例如并点、道路交叉口等)通过将光标定位于点位置上并按下
正确的按钮予以记录。
在线模式下，直线段通过数字化线段的两个端点来记录，曲线则是通过对于组成它的一系列直线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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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来记录在数据流模式场，曲线是以时间或者距离的规定间隔自动采集点的坐标值得到。
该模式下的数字化能够快速生成很大的数据文件。
使用手扶跟踪数字化仪，通过人工选点或跟踪线段产生坐标数据。
对于这种方式，一般用于比较规则的地图或原图质量不太理想的地图，可利用AUTOCAD软件进行编
辑修改。
2．利用扫描仪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光学滚筒扫描仪或者平板扫描仪就已经应用于制图数据的录
入。
栅格扫描仪能够生成数字值的大矩阵，每个矩阵元素集中记录了原始图像中某一小部分的反射系数。
辐射分辨率决定了扫描仪可以区分每个像素的数值范围。
大多数的扫描仪具有8个比特的分辨率，或者能够区分处理256个亮度级别。
扫描仪的空间分辨率从每英寸600个点(即600dpi)到每英寸200个点(即200dpi)。
栅格扫描仪能够以二进制或8比特模式工作。
8比特模式可用于扫描像片、卫星图像或地图，用该方法扫描的地图可作为背景，上面可显示其他数
据，但无法从中得到点、线或多0边形对象，以及其他符号。
从扫描数据中抽取矢量特征并建立拓扑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让扫描仪以二进制方
式工作。
扫描前，将扫描地图上的线性特征，如多边形的边界和图像角线等进行重描。
扫描后，对所得到的二进制栅格图像进行自动处理与编辑工作，包括对栅格线条进行细化到一个像元
的宽度以及结点的确定。
然后，建立拓扑关系模式，再对栅格线条进行矢量化跟踪处理，得到多边形，并形成弧一结点的数据
结构以及完整的拓扑同性，最后”，通过人工数字化质心(Centroids)对每个多边形进行标识，以建立
多边形对象与空间属性表的联结。
第二种方法是扫描线自动跟踪。
该方法将文档原封不动地扫描而不用对输入文档作重描预处理。
如果能对地图进行分色，则能得到更清晰的扫描文档；也可以对输入文档进行电子分色，以得到许多
特征，如蓝色水系、棕色的等高线等。
    利用扫描仪把图纸信息扫描后以栅格数据结构形式存储，再经其他图像处理软件进一步处理改善图
像质量，如图形拼接、降噪、细化等，并把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数据格式。
这种方式要求图纸质量较好，软件自动化程度高，交互式工具方便可靠。
3．键盘键入对于有些图，比如规划图上面有明确的坐标或者可以推算出准确的坐标的，我们可以采
用这种方式，输入途中的各个点的坐标，并建立相互间的联系，最后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点、线、面
的数据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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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以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为龙头的全球信息化浪潮正扑面而来。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是集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
测绘遥感科学、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学科为一体的新兴的综合学科。
GIS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至今只有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但已成为多学科集成并应用于各领域的基础平
台，成为地学空间信息分析的基本手段和工具。
与此同时，众多的GIS厂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使用户在针对自己实际情况开发实
用的地理信息系统时多了几分选择的余地，但同时也给用户带来很多的困惑。
到底哪种软件更适合自己呢?自然是性价比最高的为好。
Maplnfo MapX低价高效，强大的ActiveX组件可以很方便地集成到使用标准可视化编程工具开发的商业
应用中。
Maplnfo MapX支持将地图功能添加到任何应用中。
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视化的方法，来显示和分析基于位置的数据，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更好地进
行商业决策，更有效地管理资产和运营。
因此，对于众多的用户来讲，Maplnfo公司的MapX开发控件最适合其快速、高效开发一套实用的地理
信息系统。
本书包含如下内容：第一章为地理信息系统概论，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义、组成、功能、应用范围、
发展现状等问题作了简要地介绍；第二章为应用型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开发，对应用型地理信息系统的
开发策略、开发模式和开发步骤作了详细地说明，使用户在开发自己的地理信息系统的时候能够准确
把握开发过程；第三章为MapInfo家族产品及开发方式浅析，对Maplnfo家族产品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使读者对Maplnfo公司的产品有一个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同时对使用其产品进行开发的方式进行了
简要说明；第四章为MapX开发基础，着重介绍了MapX从安装配置到真正开发的整个过程；第五章为
电子地图系统的开发，主要讲述了利用MapX开发电子地图的过程，并附有详细的程序代码和必要的
解释说明；第六章为城市地下管网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利用MapX开发城市地下
管网信息系统。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同行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误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2年12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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