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122142313

10位ISBN编号：712214231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姜晨光 编

页数：225

字数：4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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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

内容概要

　　《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水工结构设计要点》以最新的国家规范和标准为依据，以近几年国内
外水工结构建设的最新成就为着眼点，结合我国国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通俗、系统地阐述了水工
结构设计的基本程序与核心要点，包括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设计、水工建筑物的作用及作用效应组合、
重力坝设计、拱坝设计、土石坝设计、水闸设计、河岸溢洪道设计、水工隧洞设计、水利枢纽设计等
，对水工结构工程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相关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
价值。

　　《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水工结构设计要点》可供工作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第一线的工程技术
人员、工程管理人员、工人作为工作或学习中的参考，也可成为各级政府涉及水工结构技术的行政主
管部门以及水利水电类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助手和工具书，还可以作为水利类、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
生的辅修教材或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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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集成化程度低 目前的许多资源环境管理GIS功能相对单一、系统结构开发性
差，没有实现与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信息的集成应用，因此，难以满足现代资源环境管理向集
成化、综合化方向发展的需要。
 GIS与其他几种信息系统密切相关，但由于其处理和分析地理数据的能力使其与它们有所区别，尽管
没有什么硬性的和快速的规则来给这些信息系统分类，但下面的叙述可有助于区分GIS和桌面制图、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遥感、DBMS以及GPS技术。
桌面制图系统用地图来组织数据和用户交互，这种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产生地图（地图就是数据库），
大多数桌面制图系统只有极其有限的数据管理、空间分析以及个性化能力，桌面制图系统在桌面计算
机上进行操作（例如PC机，Macintosh以及小型UNIX工作站等）。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促进了产生建筑物和基本建设的设计和规划，这种设计需要装配固有特
征的组件来产生整个结构，这些系统需要一些规则来指明如何装配这些部件并具有非常有限的分析能
力，尽管CAD系统目前已经扩展到可以支持地图设计但其管理和分析大型地理数据库的工具仍很有限
。
遥感（RS）是一门使用传感器对地球进行测量的科学和技术（比如，飞机上的照相机），这些传感器
以图像的格式收集数据并为利用、分析和可视化这些图像提供专门的功能，由于它缺乏强大的地理数
据管理和分析作用，所以不能叫作GIS。
全球定位系统（GPS）则主要具备地理空间信息采集能力，其数据分析能力非常有限。
数据库管理系统则是专门研究如何存储和管理所有类型数据的（其中包括地理数据）。
DBMS则善于使存储和查找数据最优化，许多GIS为此而依靠它。
相对于GIS而言，它们没有分析和可视化的工具。
 2.4.4.3 GIS的发展趋势 GIS在水利水电地质及资源环境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以下从技术、地理信息、
经济社会的需求等方面分析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1）作用更大结合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以电子政务相关工程为基础，推动GIS在资源环境管理中的
推广应用。
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企业的重要任务，GIS在以资源、能力、生产、资金等空间综合配
置、优化组合为目的的信息化建设中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应结合相应的应用工程推动GIS的发展。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设计宝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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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