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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工程的原理与方法(第2版)》是由地球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管理科学
、经济人文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数字工程的原理与方法》从数字工程产生的背景入手，以实现“数字地球”为目标框架，全面介绍
了数字工程技术中的基本概念、总体框架、支撑技术和实施方法，重点叙述了数字工程建设中信息的
数字化存储、实时化传输、可视化表达与智能化应用。
《数字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可作为数字工程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信息化建设
过程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对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软件工程、电子商务
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教师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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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馥苓，女。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软件学院空间信息与数字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GIS协会培训与教育委员会主任，国际空间信息技术培训研究院武汉分院副主任，国务院政府津
贴享受者，湖北省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十届人大代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冶金工业部、山东测绘局、陕西省测绘局高级顾问，华中农业大学、桂林
工学院兼职教授，南海市、杭州市、宁波市、天津市“数字城市”工程专家组组长。

1988年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创建“信息工程（GIS）”专业，培养了近1000名本科生、近100名硕士生
、30多名博士生和3名博士后、10多名留学生。
2003年在武汉大学创建“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2004年正式招收本科生。
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深圳市国土规划信息系统”、“三峡工程坝区测绘管理系统”、
“南海市土地管理信息系统”、“超高压输电线路运行维护管理系统”、“广州精细农业3S系统”等
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GIS工程项目30余项（项目投资总金额达3亿元人民币以上），荣获省部级以上科
技进步奖14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省部级二等奖4项，省部级三等奖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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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信息是大自然万事万物的一种属性。
各种事物包括生命的和非生命的，都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表明它的存在。
这种相互作用通常通过特定的信息表现出来，比如一块没有生命的岩石，它具有形状、质地、颜色、
体积、重量、位置等属性信息，并通过吸热、散热、与雨水发生反应等理化过程与周围环境进行相互
作用，在遥感影像上有它独特的信息图谱，表明它的客观存在性。
因而信息也就自然成为人类认知自然与社会的媒介。
人们正是通过信息，认识了自然界与人类自身，建立了庞大复杂的科学体系，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
迅猛发展。
我们中国人处理信息的方式经历过几个阶段：结绳记事、甲骨钟鼎、韦编竹简、活字印刷、数字排版
等。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从原始本能一直到今天数字技术的发展轨迹。
由此可见，绳子、龟甲、器皿、竹简、布绢和纸张，都曾作为人们存储与传播信息的媒介，尤其是纸
张，仍是当今普遍的和常用的信息媒体。
但是，唯有信息技术比较发达的今天，才可能出现数字媒体这种崭新的媒体形式。
就是将数字、文本、声音、图形、图像等多种信息以一定数字编码方式存储在磁盘、光盘、磁带、半
导体存储器等介质上，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处理、还原和利用，也称为多媒体技术。
本质上，多媒体技术就是具有集成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计算机综合处理声、文、图等信息的技术（
王金鑫，2007）。
数字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劳动中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主要里程碑。
上文谈到的结绳记事就是数字的起源，可见数字天生就具备精确刻画自然与社会规律的能力。
与数字相伴而生的是数制，也就是计数的法则。
根据进位基数的不同，有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二十进制、六十进制等。
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十进制，而在计算机中常用二进制。
有了数字与数制就有了计算，有了计算就有了数学，有了数学就有了科学的基础。
可是，在计算机诞生之前，人类对数字的运用能力（或称计算能力）始终局限在人的生理能力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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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工程的原理与方法(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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