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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计算是以计算科学和计算技术为依托的，解决复杂的地理学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
地理计算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网格作为一种跨组织边界的计算资源共享和管理技术，为地理空间信息的共享和互操作、分析和建模
模拟等都提供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可能。
本书一方面深入地论述了地理计算的内容，并从计算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类。
以此为基础，广泛地收集各种与地理计算有关的应用网格平台项目的设计、实施的案例，论述了在网
格平台上开展地理计算的多种模式。
　计算模式的研究是科学计算系统的一种基础性研究，本书可供从事地理信息系统、计量地理和地理
计算领域的科研人员、系统分析设计人员以及高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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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网格作为一种新的计算环境，其本质上属于分布式计算，但与以前的分布式计算环
境所不同的是，网格是以大规模的、跨组织（管理域）的松散动态耦合为特征的计算环境。
本章通过对网格的特点、基本技术的讨论，可以看到这种分布式计算环境和计算机集群、Web服务等
有许多不同。
 与计算机集群相比，网格技术致力于对全球分布的大量资源进行管理，而计算机集群通常是对小范围
的同质计算节点进行管理。
同时，网格技术还将各种异构的资源按照资源拥有者的意愿决定其提供服务的时间、规模和内容；而
计算机机群通常由一个管理节点来管理所有的从节点，从节点只能专用。
网格强大的规模适应能力还使得其形成强大的动态管理能力，使得其能够处理远程网络所产生的不稳
定性，保证了其性能的稳定性。
 与Web服务相比，网格也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发展。
其一是文中明显提到的网格服务本身是Web服务的扩展，增加了可回调的有状态性质。
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地讨论OGSA体系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与Web服务相比，网格服务有一套完整
的服务体系，这套服务体系是用于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地理上分布的虚拟超级计算机所必须的一
系列功能；而Web服务则仅提出了Web服务的描述、注册和发现等方面的内容。
 本章最后对网格技术的一些典型应用平台，包括地理方面的应用做了简介，实际上，在对各种网格项
目的回顾和综述中，可以发现网格更偏向于一种大型信息基础设施的技术平台，因此在科学和工程计
算应用领域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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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格环境上的地理计算模式》编辑推荐：计算模式的研究是科学计算系统的一种基础性研究，《网
格环境上的地理计算模式》可供从事地理信息系统、计量地理和地理计算领域的科研人员、系统分析
设计人员以及高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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