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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测绘事业正面临着需求结构、技术手段和资源配置方式的
深刻变化，地理信息资源战略性短缺与社会各界对地理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矛盾十分突出。
经过50多年的努力，各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已粗具规模。
但是由于数据类型繁多，技术发展变化大，原来在不同年代建立起来的各类信息管理系统所采用的软
件平台和数据管理方式各异，没有及时进行升级改造，部分技术已经落后，造成管理平台各异、信息
共享困难、使用不便的局面。
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迫切要求采用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开展地理信息资源的整合应用，消
除由于部门、行业分割形成的“地理信息孤岛”，建立统一的、集成的、共享的、便捷的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作为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基础，就是整合城市基础
地理信息资源，提高基础地理信息的集成管理、共享应用和安全运行水平，促进基础地理信息的社会
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其发展方向是在信息公开、服务公众、利益公平的“三公”基础上，实现系统共建、信息共享、发展
共赢的“三共”目标，建立地理信息综合集成与分布式应用环境，为社会各界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
地理信息服务保障，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综合效益。
本书是在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最近完成的科研课题“武汉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系统”的
基础上编写完成的，对课题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探索，对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有一定的借鉴
和参考意义，可以作为地理信息系统行业科研、技术人员的参考图书，也可作为测绘、遥感、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学生的辅助教材，希望能借此推动在地理信息集成与共享应用方面思想认识的提高和技术
方法的进步。
本书由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肖建华、罗名海、王厚之、肖剑平等编写。
肖建华（教授级高工）策划和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罗名海博士（教授
级高工）负责提纲编制，完成了统稿工作和部分章节的编写；王厚之（教授级高工）参加了部分章节
的编写，并进行全书的审稿工作；肖剑平工程师具体负责系统的实施，编写了本书的主要技术文档。
此外，冯艳杰在本书后期的修改、编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课题组以及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的许多
同志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上GIS技术发展很快，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及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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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的相关原理、技术方法和应用实例。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 简要介绍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基本概念、管理现状与集成意义；第二章到第
七章论述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管理的总体框架、数据转换与符号化原理、数据组织原理、功能
设计、运行维护和关键技术；第八章以“武汉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系统”为实例，介绍了
系统的构建过程、主要内容、实现方法和基本功能。
　　本书结构严谨，力求原理和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类图表和应用实例使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可供从事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科研技术人员、城市勘测行业的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
的高等院校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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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基础地理信息地理信息根据应用范围可分为基础地理信息与专题地理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是指通用性强、共享需求大、几乎为所有与地理信息有关的行业采用，并作为统一的空
间定位和空间分析基准的基础地理单元，主要由自然地理信息中的地形、水系、植被以及社会地理信
息中的居民地、交通、境界、特殊地物、地名等要素构成。
与传统的普通地图相比，基础地理信息强调平均化地选取、均衡地表达自然和人文地物，不倾向于某
一地物类，因而具有基础性、公开性和公共性的特征。
专题地理信息是具有专业特点的地理信息，包括行政区划信息、资源环境信息、土地利用信息、城市
建设信息、城市规划信息、市政设施信息、公共设施信息，以及包括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在内的专题属
性信息，具有附加性、专用性和管理性的特征。
1.1.3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是城市范围内的基础地理信息，包括城市地面、地下、地上
各种基础地理信息，分为基础地理数据集、基础地质数据集和城市三维数据集。
1.空间特征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具有准确的坐标系和严格的投影变换及定位量算标准，是空间定位的参
照系，是空间信息载体和相关分析的基准，是实现连续、多尺度空间漫游和纵深信息检索查询的基础
，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
2.数据格式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数据格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简单的CAD数据、具有拓扑关系的矢
量数据、彩色和黑白的正射影像数据、栅格图形数据、规则格网数据和表格数据等。
3.产品类型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是城市测绘、勘察产品综合价值的体现，具有许多传统模拟产品所不具
备的特点。
产品类型既包括基础地理信息（4D产品），也包括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专题地理信息，从勘测成果
的数字化表现向信息化表现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

编辑推荐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集成与综合管理》：城市空间信息应用实践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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