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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G技术与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集成和应用问题以及空间物流信息系统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是现代物流
管理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也是地学方法论学科和其他学科渗透和发展的重要趋势。
目前该项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均不成熟，正因为如此，诸多科研院所的研究
人员已经注意到该项研究的现状，许多部门正在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进行该项工作的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物流业发展在配送体系、信息网络建设、技术配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推动我国物流产业从传统物流模式向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现代’物流模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信息系统方法论角度，现代物流管理不但需要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而且需要采用先
进的技术进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核心就在于先进技术方法的采用。
3G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物流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3G技术与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有效集成是现代物流管
理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将3G技术引入现代物流管理技术中并进行有效的集成，已经成为现代物流发
展的必然趋势。
3G技术与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集成、应用以及空间物流信息系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是GIs、定
位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物流技术等多个学科和技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于上述学科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对现代物流生产活
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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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3G技术与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集成和应用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空间物流信息系统的
理论及实践问题。
内容包括：引论，3G技术与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集成理论，空间物流配送系统的理论框架，基
于Agent的空间物流管理信息平台研究，总结与展望等。
本书内容丰富，组织严谨，理论和方法联系紧密，配以相应的图表和示例，便于读者阅读。
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选读教材，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有关大中专院校师
生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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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Internet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结构交互的服务器端虚拟I）BMS的概念，对终端分布式异构
数据库进行组织、管理，实现了异构数据获取与互操作；王少文等[2001]在元数据和元模型基础上，
以数据为中心，探讨了用Petri网的语义模型来表达数据处理流程中的数据演化和模型调整，并以BP神
经网络遥感图像分类模型为例，设计实现了基于数据处理流程的模型与GIS数据和功能的集成。
其他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同的集成方案，Bernstein[1996]提出了中间件集成模式，集成中
间件的作用是为了屏蔽不同操作系统接口的差异及分布性，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应用开发接口；陈
火根、李小东[2001]对分散应用环境下实现企业信息集成的企业信息门户（EIP）的概念、特点及其功
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用基于CORBA／HTTP的结构实现企业门户（EIP）的信息和应用集成的方案；
梁军、刘保全[2001]提出了GIS与CRM集成的方法、意义和应用模式。
在GIS、GPS与通信技术的集成及应用方面，许云涛等[1999]提出了内集成和外集成的概念，认为内集
成是将数据集成在一个系统内，构成以GIS为基础的3S系统，外集成是将多个内集成系统集成在一起
，构成具有统一界面的系统；杨雪峰等[2000]提出了松散集成和紧密集成的概念和实现方法；李德仁
等[2000]提出了GPS与GIS集成的方法和移动目标监控系统的实现；陈红英等[2001]提出了C／S和B／S
模式合用的移动目标监控系统的集成方案；柳开洋等[2001]提出了GPS车辆管理系统的集成方案；李德
仁、李清泉[2001]论述了GIS、GPS、RS与通信技术的集成的方法、模式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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