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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信息系统（gc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cm，GIS）是采集、贮存、管理、查询、分析与空间地理分
布有关数据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能够为分析、决策提供重要的支持平台。
它广泛地应用于地学、资源管理、环境监测、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经济建设等领域，是一门综合性
的技术。
近20年来，CIS在水资源及环境领域的应用发展非常迅速，经历了从数据处理与管理到多源信息的分析
、服务与决策的发展过程。
水资源、环境问题与地理要素紧密相关，运用CIS技术有效处理基于水资源、环境问题的大量复杂空
间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水资源和环境科研与管理领域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目前CIS在我国水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应用进入了新的阶段，精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程度正在不断
提高。
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GIS的应用潜力将不断扩大。
今后GIS在水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应用将向综合化、实用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基于GIS的
资源环境模型的开发，使GIS的应用从资源环境信息管理向决策支持方向发展；CIS、RS、CPS技术的
一体化应用；发展智能化CIS，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环境与水资源专家知识库；建立描述三维、
四维地理实体的几何模型，能够处理地下水文等真三维现象。
目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人员往往熟悉具体系统操作，但缺乏相应的环境及水资源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空间分析和专业模型的构建能力上很薄弱；而多数环境及水资源工作者又缺乏GIS的基本知识及深
入应用。
因此有必要编写一本GIS技术在水资源和环境系统中应用的教材，为从事水资源环境研究的人员提供
一本教学参考书，为推动GIS技术在该领域的全面、深入应用贡献一份力量。
本教材是在参阅了大量的国內外有关专著、论文，并结合编写者多年的教学、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编写
而成的。
全书将GIS基本理论、环境与水资源系统分析、CIS在环境水资源系统中的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读者既可以学习到GIS的基本理论知识，也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了解GIS在环境与水资源系统中的
基本应用，以及具体的应用实例，从而使读者能够真正领会和把握GIS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从事水资源、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科技工
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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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环境和水资源领域应用的著作。
全书共六章，全面阐述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应用、环境及水资源信息系统、GIS技术在
环境与水资源系统中的应用及地下水动态预警的基本理论。
本书的重点是环境及水资源专题制图的表示方法；环境及水资源信息系统的组成、特点和功能；GIS
技术在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水环境、非点源污染研究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水文及水资源专业和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对从事水
资源与环境监测、管理评价和规划决策的人员有实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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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分析警兆警兆是警素发生异常变化导致警情爆发之前出现的一定先兆。
警兆可以提供预警信号，一般与警情共生。
不同的警素对应着不同的警兆，相同的警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警兆。
分析警兆是预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为预警的目的就是要预报警度，而预报警度就要先分析其先兆
。
警兆的确定可以从警源人手，也可以依经验分析。
由警源到警情是一个警源扩散的过程，警兆就是警源过渡到警情的中间状态，为了预报警情就必须借
助于各种先兆指标。
先兆指标可以在现有统计指标中筛选，这一筛选过程可以从警源及其扩散人手，也可以从历史上危机
爆发之前的现象出发。
地下水环境系统的警兆包括景气警兆和动向警兆。
景气警兆一般以实物运动为基础，表示地下水系统某一方面的景气程度，例如受内生警源影响的地下
水水质的背景值，含水层的天然防护条件，地层的净化能力，含水层的补径排能力、降雨量等均属景
气警兆；而工农业生产布局、地下水的开采强度，工农业、生活的用水量，农田灌溉面积，化肥、农
药的施用量，点状污染源的分布及变化、面状污染源的分布面积、污水处理率、污水排放合格率等这
些并不直接表示地下水系统景气程度的价值指标等均属动向警兆。
确定警兆之后，需要进一步分析警兆与警素的数量关系，找出与警素的五种警限相对应的警兆区间，
即各指标的值处在警区的何种位置，然后借助于警兆的警区作出警素的警度预报。
显然警兆分析清楚了，预报警度也就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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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及水资源系统中的GIS技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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