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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矢量图形特征的空间数据挖掘及其应用》系统地阐述了矢量图形特征的空间数据挖掘这一研究
领域内的基本概念、基本过程与相关方法，及其在姜寨遗址一期文化聚落中的应用。
全书共包括12章，主要内容涉及姜寨一期聚落的空间分析、基于GIS数据库的剖面数据挖掘、矢量特
征的空间分类挖掘、矢量特征的空间聚类挖掘、基于属性数据库的关联挖掘、基于属性数据库的泛化
挖掘、矢量特征的神经网络空间分类、矢量特征的遗传算法空间分类、矢量特征的模糊空间聚类、空
间知识推理、矢量特征的模糊空间推理等。
　　《矢量图形特征的空间数据挖掘及其应用》内容丰富，组织严谨，逻辑性强，概念、原理、方法
和应用结合紧密，图表丰富，可读性强。
　　《矢量图形特征的空间数据挖掘及其应用》可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数学专
业以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书，也可供从事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数学专业和
数据挖掘相关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以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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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数据和数据库急剧膨胀，而数
据库中隐藏的丰富的知识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数据库急剧增长与人们对数据库处理和理
解的困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数据挖掘（datamining，DM）和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KDD）技术就是在
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其目的是为数据库理解与应用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的手段。
空间数据是人们藉以认识自然的重要数据，空间数据库含有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非空间数据是除
空间数据以外的一切数据。
所以，也可以认为空间数据库是通用的数据库，其他数据库是空间数据库的特殊形态。
由于空间数据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飞快地增长，要求终端用户详细分析这些空间数据，并提取感兴趣
的知识或特征是很困难的。
因此，从空间数据库中自动地挖掘知识、寻找隐藏在空间数据库中的不明确的和隐含的知识以及空间
关系或其他模式（即进行空间数据挖掘）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当前，空间数据中矢量图形数据与影像数据相互并存，但矢量图形数据具有许多比影像数据更加优
越的特点。
以李德仁院士领导的研究群体为代表，对影像数据类型的空间数据挖掘研究，做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
研究成果，而对面向矢量图形特征进行空间数据挖掘的研究一直很贫乏。
　　智能空间数据挖掘是将不完全、不可靠、不精确、不一致和不确定的数据和信息通过数据挖掘的
技术手段逐步改变为完全、可靠、精确、一致和确定的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和方法。
它利用对不精确性、不确定性的容忍来达到问题的可处理性和鲁棒性。
智能空间数据挖掘除涉及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挖掘技术外，还涉及信息科学的多个领域，是人工
神经网络、模糊系统理论、进化计算，同时包括人工智能等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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