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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

内容概要

陈树辉、颜伟、向冬梅编著的《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是一
本面向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的专著。分为10章：第1章书中首先阐
述了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发展的背景、现状与趋势。在第2
、3章阐述了警用地理信息的采集、处理、集成、可视化。第4、5章分别论
述了警用地理信息的地理编码与地址，以及警用地理信息的共享与服务。
第6—8章针对警务工作实际需要，分别阐述了警务时空分析技术、突发公
共应急分析模型、城市应急管理系统模型。第9、10章探讨了警用地理信息
系统建设实践的两个实例。
    《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可作为从事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和建设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信息
类专业学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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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分析与研究空间信息
的技术，是地图学、地理学、遥感与卫星定位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的产物。陈树辉
、颜伟、向冬梅编著的《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是一本面向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的
专著。    本书可作为从事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和建设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参考用书，也可作
为高等院校地理信息类专业学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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