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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GlS的重要性地理信息系统（GIS）是用于获取、储存、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
。
地理空间数据描述空间要素的位置和特征，比如道路、宗地和森林。
GIS所具有的处理位置和属性的功能，使其区别与其他信息系统，从而建立了在广阔领域有应用需求
的GIS技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GIS的重要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包括土地规划、自然灾害评估、野生生
物生长环境分析和林木管理等。
近些年来，GIS已被用于犯罪制图与分析、救急规划、地籍管理、市场分析和交通规划。
GIS与其他地理空间技术的结合，已显示出在基于位置的服务、在线互动地图绘制、车内导航系统和
精细农业等方面的应用。
2004年8月，地理空间技术被美国劳工部列为三大主要上升领域之一，另外两个领域分别是纳米技术和
生物技术。
GIS不是只为专家所用。
功能强大且价格适宜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图形用户界面和公共数字化数据，已将GIS带入主流应用
。
在学习GIS导论课程的班上，发现有来自20多个专业的学生已属寻常现象。
GIS设计涉及地理学、地图制图学、空间分析、测量、数学和数据库管理等领域的基础概念。
例如，获取GIS数据时需要考虑的空间参照系统，即是地图制图和测量长期建立的概念。
空间参照系统决定了空间要素的位置如何量测，不论空间参照系统是图形的还是投影的。
GIS设计总是与计算机技术保持同步推进。
GIS生产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把面向对象技术吸收到用户界面设计中。
同样的技术现已被采纳用于GIS数据模型。
为了精通GIS，我们必须既熟悉其基本概念，又熟悉新的技术。
第3版强化重点第3版共19章，第1～5章主要解释GIS的概念和数据模型。
第6～9章涵盖了数据输入、编辑和管理。
第10章和第11章包括数据显示和探查。
第12章和第13章提供核心数据分析的概述。
第14～16章重点阐述地形制图和分析。
第17章和第18章涉及运动和线状要素的分析。
第19章介绍GIS模型和建模。
根据课程设计和学生需求，本书第3版可作为第一或第二门GIS课程的教材。
本书总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GIS概念和实践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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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第3版)》旨在给读者提供GIS的概念和实践，不仅是GIS课程的理想教材，同
时也可作为GIS相关专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用于获取、储存、查询、分析和展示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第3版)》由美国爱达荷大学地理系张康聪(Kang-tsung Chang)教授根据多年的教学
经验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19章。
第1章至第5章主要解释GIS的概念和数据模型；第6章至第9章介绍数据输入、编辑和管理；第10章和
第11章介绍数据显示和探查；第12章和第13章介绍核心数据分析的概览，第14章至第16章重点阐述地
形制图和分析；第17章和第18章涉及运动和线状要素的分析，第19章介绍GIS模型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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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图1.8将数据分析归为7类，前两类（矢量数据分析和栅格数据分析）包括了基本分析工具。
针对矢量数据，这些工具包括缓冲区建立、地图叠置、距离量算、空间统计和地图操作。
建立缓冲区是由选择的要素量测直线距离来创建缓冲区。
叠置被认为是最重要的GIS工具，它将不同图层的几何形态和属性组合而创建输出图层（图1.9）。
距离量测是计算空间要素之间的距离。
空间统计是检测要素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和聚集模式。
地图处理工具管理和改变数据库中的图层。
长期以来地形均是地图制图和分析的对象。
诸如绘制等高线、绘制剖面、地貌晕渲、分层设色和三维视图等地图制图技术对陆地表面的可视化表
达很有用。
地形测量包括坡度、坡向和表面曲率的量算等，对于林木管理、土壤侵蚀、水文建模、野生生物栖息
适宜性及很多其他领域都很重要。
视域分析和流域分析是地形分析的拓展。
视域分析是确定从一个或多个观察点所能看到的地表范围。
流域分析能导出诸如流向、河网和流域边界等水文应用的地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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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第3版)》特点：1.全书共19章的内容涵盖了GIS的主题及其新发展。
同时以强调GIS的概念和实践为鲜明特色。
2.《地理信息系统导论》采用正文、附加注释栏、重要概念与术语、复习题和参考文献的结构，有助
于读者更好地理解GIS主题，并提供进一步阅读的选择。
3.《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包括了面向对象数据模型、拓扑规则、空间统计、地理编码、动态分段、视
域分析、流域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新的和扩展的主题。
4.每章都有一套解决问题的练习。
读者可利用书中的数据集、ArcGlS 9.0软件来解决问题。
此外，每章还设计了一个挑战性任务，以进-一步强化读者解决问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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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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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