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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空间信息学(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核心课程规划教材)》由杜明义主编，本书是作者在总结多
年教学与科研经验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主要介绍了城市空间信息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城市空间信息在城
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实例。
内容包括：城市空间信息学概述、城市空间信息的描述、城市空间信息的获取、城市空间信息的可视
化表达、城市空间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网格化城
市管理系统、城市管网信息系统、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系统和城市位置服务信息管理与发布系统。

《城市空间信息学(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核心课程规划教材)》强调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适合于
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以及遥感科学与技术等测绘学科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作为
教材使用，也可为测绘学科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城市建设与管理等部门的科技人员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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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坐标系的转换
 2．4 城市空间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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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矢量一栅格一体化模型
 2．4．4 网络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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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2．4．7 三维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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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城市地下空间信息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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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测地雷达
 3．1．3 全站仪
 3．1．4 水准仪
 3．1．5 激光扫描仪
 3．2 城市地上与地表空间信息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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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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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摄影测量
 3．2．4 移动道路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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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纸质地图和电子地图的属性获取
 3．3．2 航空摄影测量图片信息的获取
 3．3．3 遥感影像属性信息的获取
第4章 城市空间信息的可视化表达
 4．1 城市空间信息的符号表达和专题图
 4．1．1 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概念
 4．1．2 可视化的一般原则
 4．1．3 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4．2 城市空间信息的三维表达
 4．2．1 三维城市模型数据内容基本构成
 4．2．2 三维城市模型中的空间对象属性
 4．2．3 地形三维可视化
 4．2．4 城市三维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4．2．5 地下城市空间信息三维可视化
第5章 城市空间信息的数据库建设
 5．1 空间数据库概述
 5．1．1 空间数据库的定义与特征
 5．1．2 城市空间信息的管理方式
 5．1．3 数据库系统平台简介
 5．2 城市空间数据库建设
 5．2．1 城市地形信息的数据库建设
 5．2．2 城市地物信息的数据库建设
 5．2．3 城市影像库建设
 5．3 空间数据库的语言结构
 5．3．1 空间数据的表达模型与空间对象关系
 5．3．2 Oracle Spatial
 5．3．3 SQL Server2008
第6章 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
 6．1 城市规划管理的信息支持
 6．1．1 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
 6．1．2 城市规划对信息技术的要求
 6．1．3 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中的作用
 6．2 城市规划与土地海量数据地学计算
 6．2．1 城市土地利用空间优化
 6．2．2 城市土地适宜性评价
 6．2．3 城市地域空间扩展预测
 6．3 城市空间聚类分析
第7章 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7．1 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7．1．1 基本概念
 7．2 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采集
 7．2．1 GIS—T数据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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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组织和管理
 7．3．1 平面数据模型和非平面数据模型
 7．3．2 线性参照系和动态分段
 7．3．3 网络结构
 7．4 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7．4．1 最优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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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网格及其特征
 8．1．2 网格化城市管理
 8．2 网格化城市管理的业务流程
 8．2．1 传统城市管理业务流程概述
 8．2．2 网格化城市管理业务流程概述
 8．2．3 网格化城市管理业务流程的核心机构
 8．3 网格划分与管理部件(事件)信息采集
 8．3．1 单元网格的划分
 8．3．2 管理部件的信息采集
 8．3．2 管理事件的信息采集
 8．3．4 移动测图技术在管理部件坐标采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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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系统的体系结构
 8．4．2 系统的组成
 8．4．3 系统的关键技术
 8．5 网格化城市管理的应用
 8．5．1 各地的网格化应用与拓展
 8．5．2 应用后总体效果
第9章 城市管网信息系统
 9．1 城市管网系统建设概述
 9．1．1 基本概念
 9．1．2 系统的建设目标与组成
 9．1．3 系统的服务功能
 9．2 城市管网数据管理
 9．2．1 管线数据来源及特点
 9．2．2 管线数据处理与建库
 9．2．3 地下管线图的绘制
 9．3 城市管网系统设计与开发
 9．3．1 地下管网系统建设的意义及一般规定
 9．3．2 地下管网信息系统总体结构
 9．3．3 地下管网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
 9．3．4 地下管网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设计
 9．3．5 地下管网信息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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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城市灾害的监测与预警体系
 10．2．1 组合定位理论研究与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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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象识别可涉及两方面的过程，一个是生理识别过程，即投影到视网膜的影像其细
节被首先感知，另一个是心理识别过程，即被生理上识别的影像特征，基于以前生活经历所存储记忆
的心像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通过心理识别的过程将对象最终识别。
三维城市模型不同方式的几何与纹理表达、不同细节层次所表达的细节特征，都可影响对象的可识别
性。
因此可识别性是三维城市模型对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5）整体性：城市是一个功能复杂的综合体，一方面具有多样的地物，另一方面不同地物之间具有
明显结构性的特征。
在城市这个有序的系统中，城市中每一类地物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也和其他地物具有系统和明确的关
系，如对城市景观的感知，首先是从建筑物开始的，如果缺少建筑。
则在感知层面的城市认识将非常有限，然而在结构层面上，城市景观却需要包括更多的地物。
尽管建筑物在可视性方面最为显眼，但其结构也最大限度地依赖于其他结构如周围的绿地，而绿地则
与环绕其周围道路发生关系。
所有城市的地物，都是以此方式系统融入到城市景观当中的。
因此对三维城市模型对象属性的考虑来说，整体性特征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一种在场景中
表现的地物，必须同时考虑与其相关的其他地物对人感知的影响。
 （6）美观性：在地面制图等空间现象的二维表达中，除在数据精度方面的要求外，还对图形的美观
如符号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有特定要求。
三维城市模型主要以可视化方式作为交流的手段，因而在场景美观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三维城市模型
某于桌面的可视表达通过二维平面上的透视渲染图为媒介，其实质最终是一种二维的影像。
影响影像美学质量的各种要素如色调对比、场景协调等直接决定了三维城市模型的美学特征。
具体而言三维城市模型美学特征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其中两个方面直接与数据内容有关，第三个方
面主要是一种渲染的手段。
 ①纹理质量：作为一种影像，纹理处理的质量直接影响了三维城市模型的美学效果。
 ②几何形态：几何形态包括特定对象的几何构成以及不同对象之间的结构协调，对复杂地物的三维结
构抽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选择性，不同的结构表达具有不同的美学效果。
 ③光影变化：对大气光影的模拟可直接影响三维城市模型场景渲染的效果，增加场景的逼真度与观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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