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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安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基于GIS的原理和方法，在煤矿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矿山安全
评价可视化、煤与瓦斯突出预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设计与软件开发。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地理信息系统基础、AreView煤矿安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基
于AreView煤矿安全地理信息系统的实现、MapX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基础、基于MapX的煤矿安全信
息系统的实现、基于GIS的矿山安全评价可视化实现和基于：MapX控件的煤与瓦斯突出预警。
《煤矿安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既可作为安全技术及工程等研究生专业课程参考教材，也可作
为相关专业以及从事矿山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和建设等工作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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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系统的开发必须能满足用户的迫切需求，矿山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用户为矿山的管理
者和技术管理人员，因此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技术路线、技术关键、技术指标和成果必须目标明确
，并且整个系统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系统主要功能是提供空间分析和管理功能。
GIS的空间分析包括三个不同层次。
第一是空间检索；包括从空间位置检索空间物体及其属性、从属性检索空间物体和从图形检索属性等
。
如何有效地从大型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检索出所需信息。
将检验系统开发的能力（牛聚粉等，2005）。
第二是空间拓扑叠加分析，空间拓扑叠加是实现输入特征的属性合并以及特征属性在空间上连接，其
产生结果多是关于输入的关系信息，一般不产生新的日标。
第三是混合型的空间模型分析，旨在尽可能地利用CIS所提供的功能，同时也充分发挥GIS使用者的能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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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安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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