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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介绍地理信息共享平台工程化实践过程中的标准体系，主要内容包
括：绪论、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标准体系、地理数据库标准、电子地图标准、在线地理信息服务接口标
准、应用服务系统开发规范、管理体制、数据更新机制、质量控制体系。
附录中还介绍目前国内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标准体系构建的情况。
《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不仅对当前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标准体系构建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进
行深入的讨论，而且对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标准体系的实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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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格网模型与矢量形式相比，缺点在于精确性。
虽然格网原则上是可以无限细分的，但是在实际中几乎不可能做到，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能够保证一
定精度的情况下，确定格网大小。
另外，格网存储开销增大，特别当空间分辨率增大时，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1.地球表面格网化 这里提供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等角的全球经纬度格网系统；另一种是等面积的全
球经纬度格网系统。
第一种方案是标准情况使用的数据模型，适用于基础数据集和数据仓库，有时也可用于海洋现象数据
集；另外一种是针对特殊应用需要而提出的，主要是针对高纬度地区和对格网的面积、形状要求特别
高的使用情况而制订的。
一般情况下，以第一种方案为主，第二种方案作为重要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方案都以数据的存储和基本处理为目的，在进行后期制图的时候，仍然可以采
用其他合适的投影方案，例如采用我国陆地地图经常使用的高斯－克吕格投影等，采用适合大陆地形
的艾尔伯投影等，这种制图形式的投影形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以利于视觉感受的形式输出。
 （1）等角格网化方案 以全球经纬度网构建全球的格网系统，每个格网的大小根据具体问题而定。
优势在于简单直观，属于一种等角投影变换，即经线和纬线之间永远是垂直的。
子午线长短不发生变化，赤道长度也不变，但除赤道外的纬线长度变化很大，尤其高纬度地区非常剧
烈，使格网的面积和形状等变化非常大。
这种投影形式在卫星遥感领域经常使用，而在陆地应用较少涉及，这与研究区域大小和要求不变形的
要求有关。
海洋研究经常面对海盆尺度甚至全球尺度的海洋现象，因此，使用这种投影形式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即使是研究中、低纬度的较小海域，使用这种投影方式仍然是不错的选择。
 通常采用将地球子午线按等距离分为2048份，每一段的长度为9.78km，同理将地球赤道和纬线等分
成4096份，忽略地球的椭球效应，则经线和纬线形成的格网是很多边长“相等”的小格子，以经度和
纬度作为格网系统的坐标系。
以下简称为9km格网系统。
 （2）等面积格网化方案 上述投影方法在解决大尺度问题以及中、低纬度问题时比较常用，但在高纬
度地区变形实在是太大了，完全失去了直观和易于使用的原则。
在对格网面积和形状的视觉要求也非常严格的时候，中、低纬度海域也不尽如人意，在这两种特殊情
况下，可以使用第二种投影方案，即等面积的全球格网系统。
 这种格网化方案的重点在于形成具有基本排列规律的矩形格网体系，并且兼顾到以后数据处理和存储
能力的结合：一方面注意潜在的空间海洋数据的应用；另一方面在常用的最小空间分辨率上进行了设
定，大约在8～10km为最佳。
这里只着重讨论它的格网构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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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系统全面介绍了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相关知识，《海洋地
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实践》可供海洋、渔业、大气、地理、信息、测绘、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资源与
环境相关学科科技人员、教师和研究生等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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