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7085824

10位ISBN编号：7307085828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春燕,邱国锋,张正栋,胡华科

页数：3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

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第2版)》全面分析了GIS的特点、发展现状和趋势，充分考虑我国当
前信息化建设和不同层次的GIS教育的实际需要，力求将GIS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融为一体，
通过参阅大量文献，并在结合笔者多年的GIS教学和主持参与的有关省市科研项目的基础上，系统论
述了GIS的基本原理、应用方法以及应用和开发实例。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到第九章，重点阐述
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GIS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与应用、GIS空间数据结构、GIS数
学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空间分析与建模、数字高程模型、GIS产品输出、GIS标准、GIS
技术的发展；第十章到第十五章，重点论述了GIS工程与实例，主要包括GIS系统分析，GIS系统总体
设计，GIS系统功能设计，GIS系统数据库设计，GIS系统输入输出设计，GIS系统实施、管理和维护及
其应用实例。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第2版)》内容全面，针对性强，可作为GIS、软件工程、土地管理、
资源环境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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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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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CIS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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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系统
3GIS
4CIS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CIS的构成
1计算机硬件系统
2计算机软件系统
3地理空间数据
4系统开发、管理和使用人员
第三节GIS的功能与应用
1GIS的功能
2GIS的应用
第四节CIS的发展概况
1国际发展状况
2国内发展状况
思考题
第二章GIS空间数据结构与数据库
第一节GIS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
1空间数据的分类
2空间数据模型
3空间数据结构
4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的关系
5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
第二节栅格数据结构及其编码
1栅格数据结构
2栅格数据的取值方法
3压缩编码方法
第三节矢量数据结构及其编码
1矢量数据结构
2矢量数据结构编码的基本内容
3矢量数据结构的编码方式
4多边形编码及拓扑关系的自动生成
第四节矢栅结构的比较及转换算法
1栅格结构与矢量结构的比较
2相互转换算法
第五节CIS空间数据库与数据库管理系统
1数据库
2数据库管理系统
3CIS空间数据库
4CIS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思考题
第三章GIS数学基础
第一节地球椭球及其坐标系
1地球椭球
2各种坐标系的建立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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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的高程系
第二节地图投影
1地图投影的基本原理
2常用的一些地图投影
3我国编制地图常用的地图投影
4地理信息系统中地图投影的配置
第三节地图的分幅和编号
1地图分幅
2地图编号
3我国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思考题
第四章GIS数据获取与处理
第一节CIS的数据源
1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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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测数据
5数字数据
6各种文字报告和立法文件
第二节CIS数据获取
1属性数据的采集
⋯⋯
第五章GIS空间分析与地学建模
第六章数字地面模型
第七章GIS产品输出
第八章GIS标准
第九章GIS技术的发展
第十章GIS工程概述
第十一章GIS系统分析
第十二章GIS系统设计
第十三章GIS系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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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GIS工程实例——深圳市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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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数据格式的转换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同数据介质之间的转换，即将各种不同的
源材料信息如地图、照片、各种文字及表格转为计算机可以兼容的格式，主要采用数字化、扫描、键
盘输人等方式，这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第二类是数据结构之间的转换，包括同一数据结构不同组织
形式间的转换和不同数据结构间的转换。同一数据结构不同组织形式间的转换包括不同栅格记录形式
之间的转换（如四叉树和游程编码之间的转换）和不同矢量结构之间的转换（如索引式和DIME之间
的转换）。这两种转换方法要视具体的转换内容根据矢量和栅格数据编码的原理和方法来进行。不同
数据结构间的转换主要包括矢量到栅格数据的转换和栅格到矢量数据的转换两种。具体的转换方法参
见第二章中相关内容。在矢量结构表示方法中，任何地理实体均可以用点、线、面来表示其特征，进
而可根据各特征间的空间关系解译出更多的信息，为此，可用确定区域定义、连通性和邻接性的方法
来达到上述目的。其特点是弧段用点的连接来定义，多边形用点及弧段的连接来定义，这样，相邻多
边形的公共边不必重复输入，且通过邻接性的关系能识别出各地理信息实体的相对位置，从而解译出
多种信息。拓扑结构就是明确这些空间关系的一种数据方法，也就是说，用来表示要素之间连通性或
相邻性的关系，称为拓扑结构。在图形数字化完成后，对于大多数地图需要建立拓扑，以正确判别要
素之间的拓扑关系。在建立拓扑关系的过程中，一些在数字化输入过程中的错误需要被改正，否则，
建立的拓扑关系将不能正确地反映地物之间的关系。如ESRI定义了以下判断录入图形是否正确的六个
准则，可以帮助发现拓扑错误：（1）所有录入的实体都能够表现出来；（2）没有输入额外的实体；
（3）所有的实体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其形状和大小正确；（4）所有具有连接关系的实体都已经
连接上；（5）所有的多边形都有且只有一个标志点以识别它们；（6）所有的实体都在边界之内。上
述的准则，特别是第（5）条和第（6）条，只是针对ESRI的Arc／Info软件而言的，其他的GIS软件由
于具体实现的不同，可能会有差异。由于地图数字化，特别是手扶跟踪数字化，是一件耗时、繁杂的
人力劳动，在数字化过程中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造成数字化错误的具体原因包括：（1）遗漏
某些实体；（2）某些实体重复录入。由于地图信息是二维分布的，并且信息量一般很大，因此要准
确记录哪些实体已经录入、哪些实体尚未录入是困难的，这就容易造成重复录入和遗漏；（3）定位
的不准确。数字化仪分辨率可以造成定位误差，但是人的因素是位置不准确的主要原因，如手扶跟踪
数字化过程中手的抖动，两次录入之间图纸的移动都可以使位置不准确；更重要的是，在手扶跟踪数
字化过程中，难以实现完全精确的定位，如在水系的录人中（见图4.1 0），将支流的终点恰好录入在
干流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图4.1 0（a）），更常见的是图4.1 0（b）和图4.1 0（c）所示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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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应用与工程(第2版)》是高等学校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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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依然不错的质量，依然很给力的价格！
2、这本书知识面不是很全，讲解尝试也不是很到位，一般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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