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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l世纪以来，地理科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地理科学定量化研究必备工具之
一的地理学数学方法日益受到重视。
传统意义上的计量地理学和现有的地理学数学方法已经不适应地理学计算化的世界潮流，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①从内容的全面性来看，现有的“地理学数学方法”方面的书籍不能完全涵盖现代地理数
学方法的最新内容，传统的数学方法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系统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马尔可夫
过程预测、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只能与20世纪60～80年代的地理学内容
相适应。
②从使用计算机的水平来看，现有的“地理学数学方法”教材仍停留在用计算机求解地理问题的简单
计算，而没有将数学分析、现代计算理论、地理问题和数学模拟以及相关专业软件等结合起来，并且
在把计算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对“整体”和“大容量”资料所表征的地理问题实施高性能计算等方
面显得无能为力。
这与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计算地理学（Ge0-computation）和“地理学要科学化就要将计算机
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发展计算分析方法”的要求相悖。
③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来看，传统的和现有的地理学数学方法过分强调各种数学方法的基础理论，缺
乏相关的求解方法，对各种方法的实用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重视不够，而作为地理科技工作者或者相
关专业的学生，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以最省力的方法得到结果，以便从结果中发现某种地理规律。
鉴于这些背景，本书从当前相关学科的国际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着手，本着全面性、系统性、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与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关的数学方法
的最新成果，并结合教学和科研实践，力求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从基础理论、应用
实例和操作技术三个层次上编写这本书，从而丰富和发展数量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帮助读者解决在学
习和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地理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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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地理科学理论、数学方法和各种专业软件操作于一体，旨在培养和提高地理及相关专业学生与
科研人员的数学应用能力，是一本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研究型教材，对丰富和发展数量地理学理论与
方法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本书共六篇十六章，主要介绍了地理数据与预处理、常用数值计算、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非线性回归模型、地理统计、地理空间信息方法、随机过程、时间序列分析、模糊数
学方法、人工神经网络、灰色系统方法和集对分析方法等在地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数学方法。
    本书密切联系地理学实际需要，内容丰富，层次清楚，可作为地理、生态、环境、人口、区域经济
、管理等相关学科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这些专业的科研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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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它只能用来研究地理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地理事物的空间格局，但不能用来描述和解释地
理规律，不能导出地理学理论。
不过这种观点具有较大的摇摆性，当地理学定量化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时，它便宣扬数学方法，强调数
学方法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当地理学定量化研究遇到困难、出现问题时，它便否定数学方法、
贬低数学方法。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国有，外国也有。
杨吾杨教授等认为，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不仅是人们进行数字运算和求解的工具，而且还能以严密的
逻辑和简洁的形式描述复杂的问题，表达极为丰富的实质性思想，是与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如被誉
为“地理学第三代语言”的现代地理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就是数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在现代地理
学研究领域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产物）的有机结合，是地理学研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杨
吾杨，1996）。
当然，在地理学研究中，数学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也有其局限性。
表现在：对于某些地理问题，目前人们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数学方法去处理；另外，人们还不清楚
单纯地用数学方法去分析、研究地理问题，究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深度。
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局限性，并不断寻求克服它们的途径与措施，才能使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逐渐得到
发展和完善。
　　第二节地理学数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一、地理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形成　　在地理学中运用
数学方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提出的“数量革命”。
早在公元前，被称为西方“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塞尼在他的著作《对地球大小的修正》、《地理论
著》中就应用了古代几何学的成就进行了地球周边、大小的推算，并对有人居住的地方做了定量描述
，形成了古希腊的数学地理学（Einstain，1976），此后在地理学界逐渐形成了以希帕库斯为代表的数
学地理学派。
公元2世纪，马林、托勒密等对数学地理学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那时的数学地理
学着重于空间确定、测定地点的位置和地图的测绘，同时由于还受数学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采
用的数学方法常局限于初等几何学、初等代数以及早期的统计学等。
后来随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定量的地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和
早期的统计学相比，在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上已有了较大的飞跃。
19世纪末美国的赫斯切尔等就将概率统计学中的频率曲线应用在水文地理学的研究中，20世纪初又形
成了以数理统计学方法为主体的新学科——“生物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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