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高程模型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高程模型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030268921

10位ISBN编号：703026892X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汤国安，李发源，刘学军　编著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高程模型教程>>

前言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的概念由Miller于1958年提出，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关
于DEM的诸多基础理论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DEM以及基于DEM数字地形分析的理论与技术方
法体系正在形成。
作为地理信息系统地理数据库中最为重要的空间信息资料和赖以进行地形分析的核心数据系统，国家
测绘部门将其作为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NSD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全国多尺度DEM的相继建立，其正在科学研究、生产与国防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研究方面，DEM的不确定性、DEM的尺度效应、DEM的地学分析、基于DEM的数据挖掘都取
得了很大的突破。
在应用方面，也从一般的地形因子提取、支持三维漫游等简单应用向更多样的形式、更广泛的领域发
展。
可以说，在很多应用者看来，DEM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记录海拔的空间数据，还包括一种空
间分析的思路、一种地学处理的方法。
近年来，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等专业都纷纷将数字高程模型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
或选修课。
现在迫切需要在内容上既强调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又融合最新研究成果、在方法上既注重培养学生基
本能力又强化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教材。
南京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数字地形分析是该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之
一。
近年来，作者先后承担了3项国家科技部“863”项目及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还承担了数
字高程模型方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本书力求实现基础理论与最新研究成果、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
全书由两大部分构成，共10章。
第1～6章为DEM数据篇，着重介绍DEM的概念、数据获取、数据组织与管理、建立与处理、可视化及
数据的不确定性；第7～10章为DEM分析方法篇，通过抽象与提炼，将基于DEM的数字地形分析方法
归纳为坡面地形因子的提取、特征地形要素的提取、DEM地形统计分析、DEM地学模型分析四种基本
类型，并附以大量的例证，归纳出DEM地学分析的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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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DEM是地理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是进行地形分析的基础，广泛应用于测绘、遥感以及资源、环境、
城市规划、农林、灾害、水电工程、军事等领域。
本书系统介绍了DEM的基本概念、DEM的数据组织与管理、DEM数据获取方法、DEM的建立与处理
和DEM的可视化表达及精度分析等基本理论与关键技术；从坡面地形因子提取、特征地形要素提取、
地形统计分析以及地学模型分析四个不同方面，阐述了DEM数字地形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全书每章都配有一定量的思考题与练习题，还配有教学课件及实验数据光盘，便于学生复习与练习。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地质、海洋、气象、测绘、环保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其
他相关学科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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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合成孔径雷达摄图，能使导弹击中隐蔽和伪装的目标。
合成孔径雷达还用于深空探测，如用合成孔径雷达探测月球、金星的地质结构。
2）机载激光扫描数据采集  机载激光扫描系统往往又称为机载激光雷达UDAR。
激光扫描不需要反光镜，还可以被看到，而且也很少受气候条件影响，测量精度高，因此，机载激光
扫描成为测绘困难地区（如密集的城区、森林地区）和物体（电力线等）的新兴技术。
机载激光扫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激光测距仪LRF（1aser range finder）、控制在线数据采集的计
算机系统、测距数据储存、GPS／INS和可能的影像数据的介质、扫描器、GPS／INS定位与姿态测定
系统、平台和固定设备、地面GPS参考站、任务计划和后处理软件、GPS导航、其他选件（如CCD相
机等）。
图3.9显示了车载三维激光扫描系统的基本组成。
机载激光扫描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主动遥感的原理，机载激光扫描系统发射出激光信号，经由地面
反射后到系统的接收器，通过计算发射信号和反射信号之间的相位差或时间差，来得到地面的地形信
息。
对获得的激光扫描数据，利用其他大地控制信息将其转换到局部参考坐标系统即得到局部坐标系统中
的三维坐标数据。
再通过滤波、分类等剔除不需要的数据，就可以进行建模了。
对三维坐标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就可以得到DEM数据。
利用激光扫描生成的数字表面模型的高程精度可以达到10cm，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m，可以满足房屋
检测等高精度数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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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高程模型教程(第2版)》编辑推荐：科学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系统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基础
理论与最新研究成果有机结合，深入浅出。
循序渐进，兼顾教师教学与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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