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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系统原理》

前言

因特网上的信息流，辐射到全世界的城市、乡村和智能小区。跨国公司涌现，经济区域重组的新潮流
，资源再分配和环境全球变化的大趋势，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战争也不再分什么前线和后方。
生活在21世纪“地球村”里的人们，每天都要和数字化的世界打交道。信息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
工程师们，更是夜以继日，面对着电脑屏幕，考虑海量数据的处理、存储、分析、模拟和显示。其中
不仅有产业化、工程化的优化管理与技术创新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科学原理、数据挖掘和知识创新
问题。当今空间时代与信息社会，人们生活在量化的“数字地球"之中，不仅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海量的
统计数据仓库，还要随时随地明确自己生存和生活空间的“定位"。凡事都要做到既不错位，也不越位
，又不缺位！这就是“空间定位系统”的实质和社会需求。辛勤耕耘才能培育出生机勃焉的伊甸，磁
性的核心才能生成璀璨的晶体。《空间信息系统原理》是王家耀教授指导下的研究集体的力作，是为
迎接信息时代新世纪奉献给青年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一部专业参考书。它既是一部知识创新的专著，
又是一部起点很高的新教材。对于推进我国信息领域的原始创新和自主开发，必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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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系统原理》

内容概要

《空间信息系统原理》是作者多年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总结。书中分别论述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概念、
空间信息系统基础理论和空间信息系统及其结构与功能，地图数据采集、遥感数据采集、GPS数据采
集和3s技术集成，地理空间认知模型与地理数据模型分析、面向对象的地理数据模型、时空数据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及其数据结构、不规则三角网（TIN）的建立和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建
立，空间图形的代数变换、图形空间关系、空间分析，空间数据的多尺度特征与自动综合、空间数据
可视化，现代空间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空间信息系统的新发展。
《空间信息系统原理》可作为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专业的博士
生的教学参考用书，亦可供测绘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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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图形空间关系的概念与理论基础§15.2 图形空间关系的数学模型§15.3 图形空间关系的表示模
型§15.4 图形空间关系的自动构建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空间分析§16.1 空间分析的概念框架§16.2 网络
分析§16.3 缓冲区分析§16.4 叠置分析参考文献第六部分空间数据的多尺度特征与可视化第十七章 空
间数据的多尺度特征与自动综合§17.1 空间数据的多尺度特征§17.2 空间数据自动综合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17.3 自动综合系统的构成参考文献第十八章 空间数据可视化§18.1 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概念
§18.2 地形三维可视化§18.3 地面建筑物三维可视化§18.4 GIS环境下空间数据的多尺度显示参考文献
第七部分空间信息系统的前沿技术第十九章 现代空间信息系统核心技术§19.1 空间数据获取与组织—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19.2 空间数据传输——高速、大容量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19.3 空间数据管理
——空间数据仓库技术§19.4 空间数据共享——空间数据元数据标准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空间信息系统
技术的新发展§20.1 超媒体网络GIS（Web GIS）§20.2 构件式GIS（Com GIS）§20.3 开放式GIS（0pen
GIS）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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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球系统科（earthsystem Science）是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地球系统，指的是由大气圈、水圈
、岩石圈和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等四大圈层组成的作为整体的地球。它包括了自地心到地球的外
层空间的十分广阔的范围，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相互作用，物理、化学和生物三大基本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人与地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
，地球系统科学是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将构成地球整体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等作
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其间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并与人类生活和活动结合起来，借
以了解现在和过去，预测未来（黄秉维1996）。地球系统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观点，是20
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新兴科学前沿领域。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为解决所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
题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而言，我
们经常说，气候变暖、沙漠化、人口增加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今天，残酷的事实使我们认识
到，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们已不再只是局部或区域性问题，而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
题。气候变暖，臭氧洞的形成和扩大，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植被破坏和物种大量消失，以及由此而
带来的频繁的沙尘暴现象，有哪一个不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重大的环境问题，就科学内容而
言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范围，而涉及到大气、海洋、土壤、生物等各类环境因子。又与物理、
化学和生物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只有从地球系统的整体着手，才有可能弄清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
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重大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地球资源所造成的，就影响的强度和速度而言已经接近自然变化，并还在继续加剧，这就有可能对未
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长远的不可逆转的后果。这个残酷的事实迫使人们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对策，
控制和调整人类自身的行为，使整个地球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
近期采取的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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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信息系统原理》：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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