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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前六章为基础理论部分，重点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管理，地理信
息系统的选择、社会因素对GIS应用的影响，数据分发与服务，专题地图的编制等应用基础理论问题
。后面九章，侧重于地理信息系统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就GIS在该行业的应
用展开分析，从应用现状、技术支撑体系、系统实现、案例分析等多层次加以阐述。最后是地理信息
系统应用展望，论述不同国家学者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观、GIS与教育、与时俱进的GIS内涵、未
来GIS应用的发展和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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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我国环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新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广泛应用，环境信息系统在环
境保护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出现为环境保护工作迈向
信息化、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利用GIS技术可对实时采集的数据进行存
储、处理、显示、分析，实现为环境决策提供辅助手段的目的。如广东省以东深流域自然环境地理信
息为基础，对东深流域的监测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利用GIS技术开发了东深流域水环境管理信息。该
系统直观显示和分析东深流域水环境现状、污染源分布、水环境质量评价，追踪污染物来源。可结合
数字地图查询历年监测数据及各种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如缓冲区查询与分析）、辅助决策（容
量计算及污染状况的预测）为流域水环境的科学化管理和决策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手段。　　各级环保
部门在日常管理业务中，需要采集和处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环境信息。而这些环境信息85010以上与
空间位置有关。GIS的强大功能之一是它的空间数据的采集、编辑、处理功能和对空间数据的管理能
力。使用GIS，可以建立各种环境空间数据库。例如：污染源空间信息数据库（包括工业、农业、交
通等污染源数量、属性和污染源发生的地域范围）、环境质量信息数据库（包括空气、水、噪声等）
，GIS能够把各种环境信息与其地理位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与管理，以实现空间数据的输入、查
询、分析、输出和管理的可视化。　　15.1 GIS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1.环境管理　　GIS在环境管
理中的应用大大改善了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的处理和收集方式，提高了环境管理的效率。利
用GIS的数据采集与编辑、信息查询、数据库管理、统计制图、空间分析等功能，环境工作者可将已
经编码的空间数据组合起来，并确定其地理位置，同时揭示不同信息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可对空间数
据进行分析和运算。目前，为满足EMIS向更高形式发展的需要，GIS在其中的应用以与环境模型相耦
合为主要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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