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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免疫系统是一种新兴的计算智能模型。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中如何应用人工免疫系统模型是本书的主题。
梁勤欧编著的《人工免疫系统与GIS空间分析应用》主要以克隆选择算法（CLONALG）及其扩展模型
遗传克隆选择算法（CLOGA）、人工免疫网络模型（aiNet）、改进克隆选择算法、局部变换克隆选
择算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以GIS空间分析中的定位一分配问题（Location-Allocation）、地理信息预
测问题、聚类分析问题、旅行商问题（TSP）、车辆路径问题（VRP）等为主要应用和实验目标，概
略地研究了人工免疫系统在GIS空间分析中应用的理论与方法。
 《人工免疫系统与GIS空间分析应用》适合于地理学、测绘科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环境科学
、土地科学、城市规划等领域从事与地理信息科学相关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亦可为
这些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在如伺应用人工免疫系统模型等解决自己专业的
实际问题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阅读本书需要简单具备一些人工智能计算模型，如神经网络、遗传算法以及地理信息?统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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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新兴的计算智能为GIS空间分析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契机。
CI的主要代表有人工神经网络、进化计算、人工免疫系统、元胞自动机、系统等；也有的学者把它们
统称为人工生命（周成虎等，1999）；还有的学者把人工神经网络、进化计算、人工免疫系统和模糊
理论称为软计算。
新兴的计算智能理论对空间分析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广义的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来看，对于具有复杂性特点的地理系统，新兴的计算智能成为其主要的分
析手段。
如Fischer和Gopal（1994）提出基于神经网络的空间作用分析模型；Aura等（1997）应用神经网络研究
了欧洲的货物运输经济分析等；黎夏、叶嘉安等（2007）应用元胞自动机与多智能体等计算智能进行
了大量有关地理模拟系统的研究工作。
AIS由于其复杂性，在早期没有引起计算领域的重视，和人工神经网络、进化计算等相比，人们对其
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目前，国内外AIS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在GIS空间分析、遥感影像分类识别与检索、
地理优化模拟模型等方面也得到一些应用，但研究成果数量还是非常有限。
这并不等于说AIS方法不适合地理系统的空间分析，而是AIS研究本身还处在探索阶段，这样就大大制
约了其在地理空间分析中的应用与推广。
另外，地理科学从传统的描述性学科到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综合集成，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地理
学数量运动的开展，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所以，地理空间分析的计算方法经常落后于其他学科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也是地理学科学化的要求。
对于GIS空间分析来说，新兴的计算智能起码可以提供新的算法理论模型来对许多空间分析模型进行
改进，如应用遗传算法改进最短路径求解等。
虽然最近兴起的AIS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目前在国内外，还很少见到人工免疫系统在GIS空间分
析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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