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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是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对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而创设的新专业
。地理信息系统是该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地理信息系统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原有学
科交叉处派生出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是用来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的一门综合性信息技术，涉及
计算机科学技术、信息和管理学、地学、空间科学及测量学等学科。要使该专业的学生只通过这一门
课程对空间信息科学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是有较大难度的。这对本书的编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既要介绍清楚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原理、结构、应用，又要结合信息技术，以最新的GIS技术为基
础，融合GPS、RS等技术。本书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结构、关键的技术方法、发
展现状和动态，并结合当前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热点，讲述了3S技术及GIS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全书共
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GIS的基本概念和涉及的基础理论、空间数据结构和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采集
与处理、空间分析方法及产品输出、GPS、3S集成及GIS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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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及3S空间信息技术》共七章，主要内容包括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空
间数据结构和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空间分析方法及产品输出，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
应用，全球定位系统，3S空间信息技术及GIS新技术等。
《地理信息系统及3S空间信息技术》可作为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本科生专业基础课教材或相关专
业研究生的参考书，亦可供有关科研和产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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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数据信息分类校园数据的获取主要是通过校园地形图、校内管理部门收集的现状及规划数据
、对现状资料调查的相关信息等而得，按数据的类型主要可分为空间数据(主要指图形信息、图像信
息)和非空间数据或称作属性数据(包括统计表信息、文本信息等)。空间数据空间数据也称为图形数据
，包括地形图、建筑平面图、道路图、水系图、规划系列图、航测相片、校园建筑相片等。一般情况
下，空间数据可通过下面的途径取得：(1)数字测图；(2)地形图屏幕扫描数字化；(3)通过遥感技术来
获得各种分辨率的遥感图像；(4)用GPS来获得接收点的空间坐标数据等。可对所获取的校园空间数据
进行如下的分类及建库：(1)校园地形图，表示主校区的整个地形情况。主要包括主校区内的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操场、绿地等。(2)校园建筑物分布平面图根据用途特征和分析需要可初步分为四类：
教学建筑：包括院办公楼、各系办公楼、各教学楼等；辅助教学建筑：包括实验楼、图书馆、体育场
等；公共建筑：包括大学生活动中心、体育馆、食堂等；公寓：包括大学生公寓、研究生公寓、教师
公寓等。(3)道路，包括主要干道和次要干道。(4)绿化及水面，如人工水景等。(5)各类楼层平面分布
图，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办公楼平面分布图，主要包括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组织部、财务处、教务
处、科研处、校园规划办等办公管理部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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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及3S空间信息技术》：21世纪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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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发货速度很快，而且看起来是新的，不像是旧的，话说，要买这本书的一般都是西电41的孩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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