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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提供地理信息系统（GIS）概念和实践的坚实基础，自第1版出版发行12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广
受欢迎的经典教材，2014年最新版（第7版）及时反映了GIS技术的新发展和日益广泛的应用。本书
共18章，第1章至第4章主要解释GIS的概念和数据模型；第5章至第8章涵盖了数据获取、编辑和管理；
第9章和第10章包括数据显示和探查；第11章和第12章提供核心数据分析的概览；第13章至第15章重点
阐述地形制图和分析；第16章和第17章涉及线性要素和移动；第18章介绍GIS 模型和建模。每章包含2 
至7 个习作任务，全书共81个习作，采用ArcGIS10.0软件平台。附光盘1张，含全套习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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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和术语
400
复习题
400
应用：地理编码和动态分段
401
挑战性任务
406
参考文献
407
第17章 最小耗费路径分析和网络分析
409
17．1 最小耗费路径分析
410
17．1．1 源栅格
410
17．1．2 耗费栅格
410
17．1．3 耗费距离量测
411
17．1．4 生成最小累积耗费路径
412
17．1．5 最小耗费路径分析的选项
415
17．2 最小耗费路径分析的应用
416
17．3 网络
416
17．3．1 链路和链路阻抗
417
17．3．2 节点和转弯阻抗
417
17．3．3 单行道或禁行道
417
17．3．4 天桥和地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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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17．4 网络拼接
418
17．4．1 聚集线要素
418
17．4．2 编辑和创建网络
419
17．4．3 对网络要素赋予属性
419
17．5 网络分析
420
17．5．1 最短路径分析
421
17．5．2 旅行推销员问题
422
17．5．3 车辆路径问题
423
17．5．4 最近设施
423
17．5．5 配置
424
17．5．6 定位-配置
425
重要概念和术语
427
复习题
427
应用： 路径分析和网络应用
428
挑战性任务
434
参考文献
434
第18章 GIS模型与建模
436
18．1 GIS 建模的基本元素
437
18．1．1 GIS 模型的分类
437
18．1．2 建模过程
438
18．1．3 GIS 在建模中的作用
438
18．1．4 GIS 与其他建模程序的结合
439
18．2 二值模型
440
18．2．1 基于矢量的方法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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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基于栅格的方法
441
18．2．3 二值模型的应用
442
18．3 指数模型
443
18．3．1 加权线性综合法
443
18．3．2 其他方法
446
18．3．3 指数模型的应用
448
18．4 回归模型
449
18．4．1 线性回归模型
450
18．4．2 局部回归模型
450
18．4．3 对数回归模型
451
18．5 过程模型
451
18．5．1 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
452
18．5．2 临界降雨量模型
453
重要概念和术语
454
复习题
454
应用：GIS模型与建模
455
挑战性任务
460
参考文献
460
附录A 常用换算关系
464
附录B UTM（通用横轴麦卡托）分带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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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入门书，适合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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