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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信息的智能化处理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信息处理的必然发展
方向。
从地理信息的获取到地理信息的应用与可视化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信息的获取效率和应用效
果。
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空间信息智能化处理方法，
这些成果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为了介绍地理信息智能化处理的基本方法，作者依据自己多年在该领域的教学经验和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已有的相关资料，编写了该教材。
　　该教材共分九章，前三章是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为没有学过人工智能的读者介绍一些相关的基
础知识，也是为了把后面章节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基本原理部分放在一起，避免在书中重复出现。
后六章讲解了不同主题内容的地理信息处理智能化方法，主要介绍了数字地图设计与综合智能化数据
处理方法，因为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希望能介
绍给读者，以便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为了使该教材的内容比较完整，也介绍了地理信息智能化处理的其他方法。
　　该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由郭庆胜确定全书的内容结构，并完成编写和统稿的工作。
任晓燕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并编写了第八章。
王晓延、薛红玲、龚咏喜、阎卫阳做了部分绘图工作，郑春燕和王晓延还进行了个别的实验研究，并
分别参加编写了第六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
王涛参加了第七章第七节的编写和实验工作。
在相关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中，还得到了张克权教授和俞连笙教授的帮助，他们整理了统计地图设计
中的部分规则，这些规则在该教材中也有部分体现。
在有关该教材的教学研究项目中，游莲教授在项目总结的材料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该教材中还引用了相关的资料，有些在参考文献中已列出，但还有一些没有列出。
在此，向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大量帮助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参考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
　　该书可用于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也可以为
从事地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及其相关专业的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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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介绍了人工智有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方法和技术的融合，如何实现地理信
息的犄肾化处理。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人工智能基本原理；专家系编和知识工程的基本原理；知识获取和机器学习的方
法；地图模式识别技术；基于知识的空间数据处理方法；智能化地图设计与综合的方法；地图注记的
自协配置；智能化数据处理方法的融合技术。
    该教材在国内处相关领域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的在础上编写而成，现已例入武汉大学国家用重点科
建设规进和“十五”教材规划，可作为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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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工智能概述 第一节 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及研究方法 第二节 人工智能的应用概况 
第三节 人工智能的回顾与展望第二章 专家系统与知识工程 第一节 专家系统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专家系
统的开发原理和方法 第三节 问题求解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第四节 知识的概念、分类和表达策略 第五节 
基于逻辑的问题求解方法 第六节 知识的产生式表达方法与推理 第七节 知识的结构化表达方法与推理 
第八节 不确性的知识表达和推理 第九节 知识的其他处理方法第三章 知训获取与机器学习 第一节 知识
获取与机器学习的基本方法 第二节 人工神经网络概述 第三节 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现 第四节 高级遗传算
法及其应用 第五节 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第六节 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与技术第四章 地图模式识别的基
本技术 第一节 地图模式识别的概念与发展现状 第二节 扫描地图图像的预处理 第三节 地图符号特征参
数的计算 第四节 点状地图符号的识别 第五节 几种线状地图符号的识别 第六节 地图注记的识别第五章
基于地学知识的空间数据处理方法 第一节 地学知识的概念与应用前景 第二节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遥
感受数据分析 第三节 地区性学知识表达、管理与推理的方法 第四节 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第六章 
地图设计的智能化方法 第一节 地图设计的基本原量 第二节 地图设计的中的地图制衅知识 第三节 地图
分幅与图面设计的决策方法 第四节 基于知识的地图投影选择 第五节 统计地图中地图符号的选择 第六
节 统计数据中概念知识的表达与应用 第七节 基于先验知识的地图色彩设计 第八节 虚线型状地图符号
配置的优化方法 第九节 基本本规则的彩色地貌晕渲 第十节 专题地图制图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第七章 
地图注记的自动配置 第一节 地图注记自动配置的发展 第二节 地图注配置的规则 第三节 地图注秘自动
配置中规则的表达与应用 第四节 地图注记候选位置的计算 第五节 地图注记自协配置的启发式搜索法 
第六节 地图注记自动配置的最优化组合法 第七节 地图注记自配置的智能化淅进式方法 第八节 地图注
记自动配置系统的设计技术第八章 智能化地图自动综合 第一节 地图自动综合的广义性和评价标准 第
二节 地图自动综合的基本功算子与概念框架 第三节 地图自动综合知识的形式化方法 第四节 地图自动
综合在识的形式化方法 第五节 地图综合知识的获取方法与应用策略 第六节 点状要素群的结构化与自
动综俣 第七节 等高线的结构化与渐进式图形综合 第八节 河系空间北系的自协推理第九章 智能化处理
方法的融合 第一节 专家系统与人工神经网络的融全 第二节 遗传算法与模糊系统的融合 第三节 遣传算
法与人工神经网络的融合 第四节 遗传达室算法与专家系统后融合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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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硬件部分包括地图数据输入设备、主机、彩样输出设备、图
形数据存储设备和激光照排机等，软件部分包括图形编辑软件、图像处理软件、设色软件和光栅图像
转化系统等。
　　电子地图以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为核心，与传统介质地图相比，有显著的优越性。
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的引入，电子地图更受大家的欢迎。
电子地图与纸质地图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数据存储与数据显示相分离，由此产生了电子地图的一系
列特点：　　· 动态性：电子地图具有实时、动态表现空间信息的能力。
可以真实动态地反映地理现象在时间维上的发展变化，通过闪烁、渐变、动画等手段吸引读图者注意
力。
　　·交互性：读图者可以对数据的显示方式进行干预，比如，色彩的设定、地图符号的选择、图面
的布局等。
　　·超媒体：可实现图、文、声互补。
更有效地传输地理信息。
　　·受计算机屏幕尺寸和显示器分辨率的限制：必须采用灵活多变的信息可视化方式。
　　电子新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地图生产的工艺流程，对地图设计与编绘的有关概念、原理和制作
方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超越了传统地图工艺设计效果，可以实现手工无法实现的
艺术表现效果。
　　· 电子地图将地图阅读和制作一体化，它是一个具有动态性、交互性和超媒体等特征于一体的地
图可视化工具。
　　· 由于电子地图设计与阅读的环境独特，因此，地图感受论和地图传输论应当进一步发展。
　　·在电子地图设计中。
地理信息的表现手段更多样化。
在以地图为主体结构下，电子地图可以融入图像、文字、声音等附加媒体信息作为主体的补充，人机
交互的查询手段可以获取精确的文字和数字信息。
　　在电子新技术条件下，地图设计和编辑工作的基本程序如下：　　1）确定地图的用途和要求，
区分开电子地图和纸质地图，因为它们决定了下阶段的地图设计内容。
若是纸质地图，则有很多内容同常规地图设计类似。
若是电子地图，则需要考虑软件开发问题。
　　2）分析已有地图作品、电子地图软件和地图设计软件（或图形图像处理软件），以及电子出版
系统。
选择相关的软件，用于地图的编辑或软件开发。
　　3）研究地图制图资料，确定地图数据处理的流程和处理方法，或者明确软件开发的任务和方法
。
　　4）研究地图制图区域的地理情况。
　　5）设计地图的数学基础。
　　6）对于纸质地图来讲，必须进行地图分幅和图面设计。
对于电子地图，应当结合开发软件的特点和用户的要求，对地图的显示方式进行设计。
　　7）对于纸质地图来讲，需要结合选择的图形软件和电子出版系统，依据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文
件格式的转换设计编绘工艺方案。
对于电子地图，则需要编写软件开发计划或地图数据的集成方案。
　　8）地图内容的选择及地图符号和图例设计。
　　9）各要素制图综合指标的确定。
　　10）样图试验或软件原型的开发。
　　三、地图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　　地图设计的理论主要包括地图信息传输论、地图感受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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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论、地图符号学、色彩　　学理论、地图投影、数量地理学等。
从计算机辅助地图设计的角度看，主要涉及地图数据处理和可视化两个方面的问题。
地图数据处理是指地理数据的选择和分析，并从数据库中挖掘出这些数据所包含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
（或地理空间知识）。
地理数据可视化的目的是把这些数据的规律以视觉上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
因此，图形的组成及其效果分析就非常重要。
　　地图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数据主要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以及相对应的时间，在电子地图设计中．还有多媒体数据，这些数据是相互关联的。
在地图上，不仅要表示这些数据本身，还需要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地理空间数据在地图上是表达各种地理数据的符号和图形的定位基础。
地图学者常把它们分为四种基本类氆。
　　·定点数据：是几何上的一个点，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也可称为“点”、“点状要素”或　　“
点状目标”等。
　　·线性数据：是空间几何上定义的一个有先后顺序的系列坐标点的集合，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也
可称为“线”、“线状要素”或“线状目标”等。
　　·面状数据：在地图上常称为“区域”，在几何上可以表示为首尾相连的线所形成的封闭区域。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也可称为“面”、“面状要素”或“面状目标”等。
　　·体状数据：在地图上用于描述有三维概念的数据，第三维的数据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
的。
例如：高程是具体的；工农业总产值是抽象的。
　　地理属性数据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按专业内容分，就出现了不同的专题地图；按变化程
度分，可以分为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
在地图设计中，必须对数据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综合，以便以不同抽象程度的图形来表达这些数据。
因此，地图学者常按不同的精确程度把数据分为四种，并给予有序排列。
这四种数据如下：　　·定名数据：在地理现象中有很多地理目标的属性只需要使用定性关系来区分
，不使用定量关系，这种类型的数据就称为定名数据。
地图上表达物体的分布、状态、性质等都可以使用定名数据。
　　·顺序数据：按某种标志或标准把地图制图目标或地理现象排序，得到一种相对的等级，这种数
据称为顺序数据，它只能区分出大小、主次、新旧等相对等级，不能表达地理对象的数量概念。
排序的标志或标准可以是单因素的，也可以是多因素的；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根据某种数量关系。
顺序数据无起始点，也无单位。
　　· 间隔数据：如果给顺序数据赋予一定的量的概念，即利用某种单位对顺序增加距离信息，就成
了间隔数据。
根据间隔数据，读者能获得关于差别大小的概念。
因此，与定名数据和顺序数据相比较，它是对地图制图对象或地理目标更精确的描述。
　　·比率数据：这是一种完整的定量化的方法。
它不但要有计量单位，而且有起始点，可以描述地理目标的绝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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