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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高程模型及其应用》系统介绍了DEM的基本概念、建模方法、数据结构和应用。
全书共分八章，依次介绍：数字地面模型概述、数字高程模型的数据采样、数字高程模型的建模、数
字高程模型内插、数字高程模型的数据组织、数字高程模型的精度分析、数字高程模型的应用、数字
高程模型的可视化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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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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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特点 1.5数字高程模型的相关学科及应用 思考题1 第2章数字高程模型的数据采样 2.1数字高程模
型的数据来源 2.2数据采样考虑的因素 2.3数据采样的主要方法 2.4数据采样的理论基础 思考题2 第3章
数字高程模型的建模 3.1建立DEM的基本方法 3.2TIN模型建立的一般方法 3.3TIN模型的优化及相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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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条件 思考题3 第4章数字高程模型内插 4.1数字高程模型内插概述 4.2整体内插 4.3分块线性内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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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成 思考题5 第6章数字高程模型的精度分析 6.1概述 6.2数字地面模型的误差来源 6.3数字高程模型
的精度指标 6.4数字高程模型的精度评定方法 6.5数字高程模型的精度模型分析 思考题6 第7章数字高程
模型的应用 7.1概述 7.2地形因子计算 7.3由TIN模型生成等高线 7.4由GRID模型生成等高线 7.5数字高程
模型在水平场地平整中的应用 7.6数字高程模型在倾斜场地平整中的应用 7.7 由数字高程模型生成剖面
图 思考题7 第8章数字高程模型的可视化应用 8.1概述 8.2数字高程模型的一维可视化表达 8.3数字高程
模型的二维可视化表达 8.4数字高程模型的三维可视化表达 8.5数字高程模型的虚拟景观模型 8.6数字高
程模型的动画表达与场地漫游 8.7常用的几种DEM可视化软件 思考题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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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对采样点进行观察，并根据其与统计学、几何学、地图学等的内
在联系，可形成不同的采样观点。
根据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设计并评估不同的采样方法。
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观点的采样方法（Li，1990）：基于统计学观点的采样、基于几何学观点的采
样及基于特征的采样。
 1.基于统计学观点的采样 以统计学的观点来看，DEM表面可以看做是点的特定集合（或称采样空间）
，对集合的采样有随机和系统两种方法，对集合的研究，可转化为对采样数据的研究。
 （1）随机采样 在随机采样中，对各采样点以一定概率进行选择，各点被选中的概率各不相同。
如果每一采样点被选取的概率相同，则称简单随机采样。
 （2）系统采样 在系统（规则）采样中，以预先设定的方式确定采样点，各采样点被选取的概率都
为100%。
 2.基于几何学观点的采样 从几何学观点来看，DEM表面可通过不同的几何结构来表示，这些结构按其
自身性质可分为规则和不规则两种形式，而前者能再细分为一维结构和二维结构。
 （1）规则采样 对规则结构来说，如果在一维空间中表现出规则的特征，则对应的采样方法称为剖面
法或等高线法。
二维规则结构通常是正方形或矩形，也可能是一系列连续的等边三角形、六边形或其他规则的几何图
形。
总之，采样点按规则形式分布。
 （2）不规则采样 采样点按不规则形式分布，用于数据点采样的不规则结构，比较典型的是不规则三
角形或多边形。
 3.基于特征的采样 从基于地形特征的采样观点来看，DEM表面由有限数量的点组成，每一点所包含的
信息可能因点在DEM上的位置不同而变化。
以这种观点来研究模型表面上的点，可将所有DEM表面上的点分为两组，一组由特征点（和线）组成
，另一组则由随机点组成。
基于特征的采样可分为特征点采样和特征线采样。
 （1）特征点采样 特征点较随机点包含更多的地表信息，反映了地表形态的基本特征，如山顶、山谷
、山脊，坡度变化点、边界等。
特征点不仅包含自身的坐标、高程信息，还包含了该点附近的地形形态信息。
 （2）特征线采样 特征线是由特征点连接而成的线条，反映了特征点之间的联系，如山脊线、山谷线
、断裂线、构造线等。
通过特征点、特征线可获取地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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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高程模型及其应用》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地理、地质、环境、城市规划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
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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