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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对空间数据分析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论述。《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
综述了空间数据分析和位置(地点、背景和空间)在科学以及决策相关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涵盖了人们
所关注的最新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建模方法，以及如何表达在地理空间中的属性的基本问题
。引领读者进入支撑空间数据分析的关键领域，为读者了解和领会这个领域的诸多关键问题提供了一
个平台。此书部分内容适合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还包含了让从事空间分析领域研究的地理、社
会、经济、环境和统计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感兴趣的、具有足够挑战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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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资源的战略和战术部署之间的差别对方法论具有重要性。战术部署通常集中在非常窄的和特定
的一组目标方面。也许包括处理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区域突发的街头抢劫，或在健康部门的一个特定的
区域的突发的疾病传播，或非正常发生事故的区域识别。战术响应形成的基本数据集通常是短时间周
期的。或许需要快速地采集数据并伴随相关的数据处理，或许是“热点”分析，以支持正在发生并在
竞争需求之间优先的一些非正常发生的事件（Craglia等，2000）。在疾病背景中，“由发现针对疾病
的报告明显超过一个地方发起的聚类调查，经常被公众关注所需求，但很难以解释⋯⋯在产生没有批
准的公众关注和尽早识别真实的健康危险之间需要选择一个平衡”（Wilkinson，1998，第185页）。在
健康的背景中，争议也许在一个聚类是否是统计显著的以及它是否真的表明了某种实质的显著性，需
要进行特殊调查或干预，特别是当多数事例很小，没有原因能被确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并
不清楚应当采取什么行动。Wilkinson采取了这样的观点，利用地理“监视”技术，基于GIS系统来计
算疾病率和应用统计检验来寻找聚类，但“对它们输出结果的解释⋯⋯需要专家判断，还得相当谨慎
”（第186页）。资源的战略部署基于长期的数据序列和已经被认可的分析结果，若不是，那么至少在
诸如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属性、犯罪、疾病或不健康之间具有强烈关联。健康和警务情形的战略部署可
能与任务的（重新）定位有关，这个任务是一个与优先事项有关系的，当前的表现水平被认为是与欠
佳的事项相关的任务。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后续的实现决策会导致战略资源目标定位的新的地理格局
，这或许需要区分是由于成分影响的空间变化元素，还是由于区域层面的背景影响的元素。Achson
（1998）的《不平等健康调查》中的评论是，“在英国不平等健康的证据⋯⋯作为对政府的健康战略
发展的贡献，确实可能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政策发展的区域”（第xi页）。其建议之一是“数据审查需
要用于监测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性和他们在国家和地方水平上的决策”（第120页）。新近完善
的ESRC健康变化项目重点是理解在英国健康变化的不同方面，包括地理变化和地点的重要性（ESRC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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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部分内容适合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还包含了让从事空间分析领域
研究的地理、社会、经济、环境和统计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感兴趣的、具有足够挑战性的内容。《空
间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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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空间数据分析方面的经典教材，没看过原版，翻译的还行吧。
2、这本书过于理论，对于专门搞GIS的可以看看。对于非GIS专业的看着比较吃力。再一个翻译很烂
，读起来特别的生硬，不知道武汉大学那帮人怎么翻译的，有些地方根本就不通顺。建议如果想看的
话，可以读英文的，不要买这本书书，太烂了。
3、翻译的很烂，不明白一个名牌大学出的书内容怎么会这么马虎！感觉就像用网络上的翻译软件搞
出来的，恶心！
4、理论性比较强 可以看看参考
5、仅适合 学地理的人看。强烈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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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与王劲峰老师的《空间分析》大段公式推理的难不同，这本书难在论述内容之广泛，思路之活跃
。集各家之言论，其中的每句话都需要认真去想，去思考。学习空间分析，还是先看看汤国安老师的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再看Michael J. de Smith《地理空间分析：原理、技术与
软件工具》，郭仁忠老师和王劲峰老师的《空间分析》，最后想深入了解了，再来翻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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