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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作为传统地理科学和现代信
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发展为集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技术于一身的综合学科。
广义的地理信息学经历了从GI System到GI Science再到GI Service的发展，形成了理论研究、技术开发、
工程应用与产业化管理的完善体系，在多个方向（包括时空数据结构与模型、空间决策支持、多源海
量数据的集成管理、空间分析模型、地理信息多尺度表达与综合技术、地理信息可视化、地理信息智
能化处理、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GIS已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土地管理、交通、能源、通信、林业、房地产开发、
灾害监测与评估等应用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
因此，为地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阐述GIS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为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应用GIS打
好基础是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同时，为了完善精品课程的建设，为了与同行更好地交流，为了给有志于学习GIS的学子们多提供一
部参考教材也是编著本书的一个动力。
在福建省精品课程项目基金支持下，现已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本教材由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余明教授、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艾廷华教授共同编著，
最后由余明教授统稿完成。
作者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GIS教材、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结合从事多年的地图、GIS教学和研究的经
历而编著。
全书共由8章和3个附录组成，并与另一本《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实验指导》成为配套教材，它们是GIS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本书习题的答案放在《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实验指导》的配书光盘中，供读者参考。
本书在内容和结构上分为8章。
第1章为GIS概述，主要介绍GIS概念、构成、功能、类型以及发展简史。
第2章为GIS的地理基础，重点叙述了地球空间的认知及表达、地球形状与地球空间模型、空间参照基
础的坐标系以及地球时间系统。
第3章为GIS数据结构和空间数据库，主要说明GIS数据结构、GIS空间数据库和空间查询及数据探究。
第4章为GIS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主要介绍GIS数据源、地理数据分类和编码、GIS数据采集和输入
、GIS数据处理以及数据质量和精度控制。
第5章为GIS空间分析方法，这是本教材最重点的一章，所占的篇幅分量也最大，本章通过实例，并分
为基于栅格数据的GIS空间分析和基于矢量数据的GIS空间分析两大部分进行叙述。
第6章为GIS应用模型，介绍了GIS应用模型概述以及常用的应用模型，并用案例加以说明。
第7章为GIS可视化及其产品输出，重点介绍了地理信息可视化理论、可视化技术、动态现象可视化以
及GIS输出等内容。
第8章为GIS设计方法及应用，介绍了GIS的设计方法以及应用GIS开发系统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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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传统地学学科和现代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
物，目前已发展为集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技术于⋯身的综合学科。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是一部关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入门教材。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GIS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应用。
全书共由8章和3个附录组成。
第1章为GIS概述：第2章为GIS的地理基础：第3章为GIS数据结构和空间数据库；第4章为GIS数据采集
和数据处理：第5章为GIS空间分析方法：第6章为GIS应用模型；第7章为GIS可视化及其产品输出；第8
章为GIS设计方法及应用。
每章前面提供本章导读、每章后提供思考题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便于读者阅读使用。
3个附录分别为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实验项目，《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双语关键术语以及每章内容英语
摘要及教学大纲。
书中提及的实验项目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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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GlS概述1.1 GIS相关的概念1.1.1 数据、信息和地理信息1.1.2 系统、信息系统和GIS1.1.3 GIS与相关
学科1.2 GIS构成1.2.1 GIS硬件1.2.2 GIS软件1.2.3 GIS数据1.2.4 GIS方法1.2.5 GIS人员1.3 GIS的功能1.3.1 GIS
基本功能和核心功能1.3.2 GIS应用功能1.4 GIS类型1.4.1 按GIS功能分类1.4.2 按数据结构分类1.4.3 按数据
维数分类1.4.4 按软件开发模式和支持环境分类1.5 GIS发展简史1.5.1 世界GIs发展简史1.5.2 中国GIS发展
简史1.5.3 GIS发展趋势思考题第2章 GIS的地理基础2.1 地球空间的认知及表达2.1.1 地理实体和地理数
据2.1.2 地理实体类型及空间关系2.1.3 地理数据、地理实体与图层2.2 地球形状与地球空间模型2.2.1 地
球的形状2.2.2 地球空间模型2.3 空间参照基础的坐标系2.3.1 坐标系统2.3.2 地图投影2.4 地球时间系
统2.4.1 时间的本质和含义2.4.2 量时原则和时间计量系统思考题第3章 GlS数据结构和空间数据库3.1 GIS
数据结构3.1.1 矢量数据结构表示法3.1.2 栅格数据结构表示法3.1.3 面向对象的数据结构表示法3.2 GIS空
间数据库3.2.1 空间数据库3.2.2 空间数据库的设计3.2.3 空问数据库的实现和维护3.2.4 数据存储和管
理3.3 空间查询和数据探查3.3.1 空间查询3.3.2 数据探查思考题第4章 GlS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4.1 GIS数
据源4.1.1 地图数据4.1.2 遥感数据4.1.3 野外测量和GPS数据4.1.4 其他数据源4.2 地理数据分类和编码4.2.1
地理数据的分类4.2.2 地理数据的编码4.3 GIS数据采集和输入4.3.1 建库前准备4.3.2 几何图形数据的采
集4.3.3 属性数据采集和组织4.3.4 属性和几何数据的连接4.4 GIS数据处理4.4.1 空间数据格式的转换4.4.2 
空间数据坐标的转换4.4.3 空间数据结构的转换4.4.4 数据检查和编辑4.4.5 空间数据的压缩和综合4.4.6 窄
问数据的插值方法4.4.7 多源空间数据的整合4.5 数据质量和精度控制4.5.1 GIS数据质量4.5.2 GIS数据的
误差4.5.3 GIS数据质量评价4.5.4 空间数据标准4.5.5 GIS元数据4.5.6 GIS互操作4.5.7 OpenGIS规范思考题
第5章 GIS空间分析方法5.1 基于栅格数据的GIS空间分析5.1.1 栅格叠加分析5.1.2 栅格缓冲分析5.1.3 栅格
邻域分析5.1.4 栅格窗口分析5.1.5 栅格地形分析5.2 基于矢量数据的GIS空间分析5.2.1 矢量地理查询5.2.2 
矢量缓冲分析5.2.3 矢量叠置分析5.2.4 矢量网络分析5.2.5 矢量地形分析5.2.6 矢量邻域分析思考题第6章
GIS应用模型6.1 GIS应用模型概述6.1.1 GIS应用模型的分类6.1.2 GIS应用模型与GIS空间分析6.1.3 GIS应
用模型的构建6.2 常用的应用模型6.2.1 适宜性分析模型6.2.2 地学模拟模型6.2.3 发展预测模型6.2.4 交通
规划模型思考题第7章 GIS可视化及其产品输出7.1 地理信息可视化7.1.1 可视化定义7.1.2 地理信息可视
化概念7.1.3 地理信息可视化理论7.2 地理信息可视化技术7.2.1 概念和形式7.2.2 地理信息可视化过
程7.2.3 电子地图7.3 动态现象可视化7.3.1 动态地图概念7.3.2 动态地图符号7.3.3 动态电子地图分类7.3.4 
动态电子地图的设计7.4 GIS输出7.4.1 电子地图的输出7.4.2 地图(集)生产出版思考题第8章 GIS设计方法
及应用8.1 GIS的设计开发简介8.1.1 工具型GIS和应用型GIS8.1.2 三种开发方法简介8.2 GIS开发的系统工
程方法8.2.1 GIS工程的概念8.2.2 GIS工程开发阶段划分及任务制定8.2.3 GIS工程开发中的组织管理8.3 应
用GIS开发案例8.3.1 福建省生态环境信息系统构建及应用研究8.3.2 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构建
与应用思考题附录A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实验项目附录B 本书双语关键术语附录C 本书每章 内容英语摘
要及教学大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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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GIS定义不统一，具体的GIS系统显示内容也不同，但能构成GIS的都具备以下要素：第一
，应有处理地理数据的能力；第二，在统一的地表定位坐标系统下，以特定的数据模型输入、组织、
存储和管理地理数据，并允许用户根据地理空间位置访问数据，或根据专题属性访问数据，以可视化
的形式表示地理数据；第三，拥有一套特殊的用于处理和分析地理数据的基本工具；第四，要有很强
的地理数据的输出功能。
若从人机系统来看，GIS则由硬件、软件、数据、应用环境（即方法和人员）等要素组成，如图1.4所
示。
若只从计算机系统来看，GIS则由输入系统、输出系统和处理系统三大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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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本教材基础上，还配套出版了《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实验指导》对学生掌握GIS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
有着实际的帮助。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针对高等院校地理、生态环境、城市规划等专业本科和高职高专学生，也可以
作为地理信息系统、资源和环境系统以及地学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用书。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体系完备，结构严谨，涵盖了GlS的概念、功能、原理和应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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