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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信息系统是20世纪60年代在地理学、地图制图学、空间信息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交
叉学科，它所涉及的学科和内容体系十分丰富。
虽然地理信息系统要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软件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但它的原理才是它的灵魂和本质，
只有将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表现在软件中，才能发挥出地理信息系统不同于一般的信息系统的优势。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原理进行展开的。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复杂的原理进行讲解，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从而为将来的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和应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书的结构组织如下。
第1章主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它的组成、功能、类型、发展历程和前景等。
第2章主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的数学基础。
这一部分内容与地理学、地图学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地理信息系统区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重要容。
第3章主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空间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发挥自身特有功能的基础，本章主要讲解空间数据的类型、特点、采集
以及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第4章主要讲述三种重要的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结构，即栅格数据结构、矢量数据结构以及三维数
据结构。
第5章主要讲述如何利用数据库的方式对空间数据进行管理。
通过对数据模型以及空间数据库的讲解，使读者能够掌握如何利用数据库的方式对空间数据进行管理
，从而为科学地组织和利用空间数据打下了基础。
第6章主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应用方法——空间分析。
空问分析能力是地理信息系统区别于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标志。
通过空间分析，地理信息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许多基于空间信息的服务。
本章通过讲解诸如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网络分析、包含分析、数字地面模型分析、空间查询与量
算、空间插值等众多典型空间分析方法，使读者充分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的原理与应用。
第7章主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将要用到的数学模型，例如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聚类分析等，通过
对这些数学模型的学习，能够开发出功能更为强大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第8章主要讲述空间数据显示与制图输出的相关知识。
空间数据的显示与制图输出是地理信息系统提供最终成果的重要方式，它涉及地图学、地图制图学等
相关学科。
第9章丰要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目前的两个发展和研究热点，即三维地理信息系统与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
随着用户对地理信息系统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相关软硬件条件的进步，使得地理信息系统由传
统的二维与单机的形式向三维与网络形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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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的学科体系包含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三个层
次，《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教程》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而展开的，并从地理信息系统组
成、数据基础、应用分析模型、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等角度进行描述。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教程》力图避免复杂枯燥的讲述方法，试图运用科学易懂的语言，配合图形
和实例进行讲解，目的是帮助读者对地理信息系统这门学科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掌握。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教程》在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书籍的基础上，添加了应用分析模型、地理信
息系统工程等与实践相关的内容。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教程》适合作为地理信息系统及相关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课
程的教材，也适合具有地理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学科背景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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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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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上的限制是很多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建设成败的重要制约因素。
建设一个地理信息系统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地理信息系统总体来说是一个软件项目，而
软件项目要想申请大量的资金支持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只能根据
资金情况进行合理的目标和规模设计。
由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有其特殊性，因此在数据采集与数据建库阶段所花费的资金占据着整个系统
建设的很大比重。
一般来说，软件购置、硬件购置、数据采集与数据建库和应用层的软件开发这四个部分所花费的经费
占整个项目经费的比例大约为5％，10％，70％，15％。
经济可行性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整体性考虑系统的投入和产出之比。
例如在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方面，即物流配送的管理方面，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配送路
线、车辆定位与调度、用户管理等各方面进行管理的确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并能降低工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但对于一个仅有几十辆甚至十几辆或几辆运输车辆的小物流企业，它运用简单的办公
软件或是人工作业的方式也能完成相应的工作，虽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带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
性、降低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好处，但从经济角度考察，这远远无法促使该物流企业投入几万乃至于几
十万元来建立一个地理信息系统。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包括投入与产出之比在内的经济因素是阻碍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中小企业和
个人级用户层面普及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此，研究新的地理信息系统开发技术，特别是耗费巨大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建库技术的更新，是地
理信息系统学科的重要研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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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教程》内容体系全面，利于掌握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知识。
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前沿知识和工程实践知识相结合，使读者能够学以致用。
注重相关学科知识的结合，丰富读者知识结构。
适合地理学、测绘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背景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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