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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寄重望于青年，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进步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青年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渴望插上知识的翅膀，需要凝聚智慧
的力量，展翅腾飞，才能胜任历史重任，适应社会需求。
他们需要通过键盘去解释这个多动的世界，需要用电脑去跟踪这个多变的世界，去了解过去，去改善
现状，去打造未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向太空发射了数以干计的遥感对地观测卫星、地球定位卫星、全球通信卫
星。
这些卫星夜以继日地运行在太空，监测着地球上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监视着城市化和土地覆盖
的更新。
人们敷设了遍布各大洲的通信光缆，设置了进入千家万户的宽带互联网络，加速了电离层以内的信息
流的流动。
人们在平流层开发了超音速飞机，加速了洲际往来，还在不断地修建高速公路，提速火车，增加集装
箱的制造和门对门的运输，加速物流配送的能力。
于是，地球上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上海双休日旅游半径为例，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杭
州、宁波和南京；两小时之内，可以到达黄山、庐山和武夷山。
来自千里之外的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和来自长江三峡的电力，川流不息地供应到市区和郊区⋯⋯这就
是我们今天生活中面对的信息社会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转变传统的时空观念。
这个数字的信息社会，还只是一个虚拟的、透明的世界。
展望未来，“数字地球”还将进一步改变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的面貌。
在我国也相应地提出了“数字中国”计划，各级政府正在推行“电子政务”改革管理模式，提高工作
效率和服务水平，转变政府职能。
计划到2008年，全国政府采购额将达76亿元人民币，实现80％城市的信息化。
以北京为例，在城区已设计了万米网格的管理和监理新模式，加强社区的空间管理，从社区开始打破
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
2008年北京市将设置2000个便民信息亭，扩大公共信息服务范围；公司和企业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能力
建设，力争与国际接轨，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商贸竞争能力，节约水土资源，降低能源消耗成本；工
业基地努力推行“电子制造”，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
例如，我国地图测绘、地震、地质、气象行业早已实现全数字化；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在实现自动化设
计与质量控制一体化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产量、质量，逐步促进工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向循环经济
发展；在科技教育部门，大力推广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在我国西部开发和成人职业教育方面，取得
了相当显著的实效，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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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作者长期在GIS不确定性及相关领域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及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研
究成果，系统、全面地阐述了GIS不确定性的理论和方法。
全书分为8章，内容包括：GIS不确定性基本概念，GIS不确定性问题研究体系，GIS数据获取的不确定
性，GIS数据模型不确定性目标的模糊集表达，离散空间中模糊地理对象的空间拓扑关系，TIN不确定
性，GIS工程不确定性的评价与控制，以及GIS不确定性研究展望。
本书注重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图文并茂，内容全面，理论和方法体系较为完整，涵盖GIS领域
诸多研究热点。
    本书读者对象：从事遥感、GIS、数字城市、数字社区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遥感、GIS及相关专业
的高校教师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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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不确定性理论下面这些理论表面上看似乎和GIS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和GIS的数据、应用模
型是密切相关的。
从对立统一法则和系统理论来看，客观世界大体可以划分为确定性系统和不确定性系统两大类型。
这两个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而又并存的系统，是对称的。
但是，所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相对的：确定性系统的现象和过程以确定性成分为主，而以不确定性
成分为辅；反之，亦然。
从数学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系统的区分，主要以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为依据
的，主要依据包括：（1）稳定系统是指当初始条件发生微小变化时，只能产生相应的很小影响的系
统；不稳定系统是指当初始条件发生微小变化时，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与初始条件决定的轨道
多么接近，都会随时间推移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
（2）稳定系统具有稳定和有序的特征，可以根据初始条件来预测未来，也可以推测过去。
但不稳定系统则具有所有层次上的扰动（涨落）、变化、多种选择和有限的可预测性。
（3）稳定系统的时间是可逆的、对称的、不存在时间流（时间之矢），过去、未来和现在是等价的
（近似的），过去、未来和现在是不能划分的，根据现在就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稳定系统的时间是
一种错觉。
不稳定系统的时间是不可逆、不对称的，存在时间流；在时间轴上，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过去和现在
是不等价的，未来和现在也是不等价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4）在稳定系统中，可以有不稳定的结果，但以稳定的结果为主；在不稳定系统中，可以有稳定的
结果，但以不稳定性为主，所以它们又是不对称的。
在一个稳定系统中，可能存在局部的、暂时的不稳定性。
同时，在一个不稳定系统中，可以出现局部的或暂时的稳定性。
这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5）稳定系统一般具有平衡过程特征，包括时间、结构和功能的有序性，但也可能出现无序性（热
力学第一定律）；但不稳定系统一般具有非平衡，甚至远离平衡的特征，它可能产生时间、结构和功
能上的无序性，也可能产生新的有序（如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耗散结构与自组织理论），这也是复杂
性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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