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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德仁院士为课题主持人，由数十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课题组，对空间信息系
统的集成与实现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一系列的实验。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已取得重要进展,成果已被整理成50余篇论文在国内外的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公开发
表，它们涉及地球空间数据和信息从采集、处理、量测、分析、管理、存储到显示和发布的全过程，
促进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理论框架的完善、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应用领域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和系统化，形成了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一书。
   　近二三十年来，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有了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及时和连续不断地获
得有关地球表层及其环境的大量几何与物理信息，形成地球空间数据流和信息流，从而促成了地球球
空间信息科学技术体系的产生。
在这个技术体系中，最基础和基本的技术核心是“3S”技术及其集成。
所谓“3s”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的统称。
没有“3S”技术的发展，现实变化中的地球是不可能以数字的方式进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
“3S”集成是指将上述三种对地观测新技术及其它相关技术有机地集成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集成，是英文Integration的中译文，是指一种有机的结合、在线的连接、实时的处理和系统
的整体性。
GPS、GIS、RS集成的方式可以在不同技术水平上实现。
“3S”集成包括空基“3S”集成与地基“3S”集成。
空基“3S”集成：用空--地定位模式实现直接对地观测，主要目的是在无地面控制点(或有少量地面控
制点)的情况下，实现航空航天遥感信息的直接对地定位、侦察、制导、测量等。
地基“3S”集成：车载、舰载定位导航和对地面目标的定位、跟踪、测量等实时作业。
“3S”的提法虽已经广为流传，但由于将空间定位技术(目前主要指GPS技术)、遥感技术和地理息系
统技术集成为一体，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仅属
起步阶段，而国内实际上还处在理论探讨阶段。
鉴于这种原因，为了跟上国际在该领的发展，结合过去10年中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GPS辅助空中三角
测量、国产GIS软件GeoStar和CCD实时立体摄影测量方面的成果，借助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支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集成理论与关键技
术”的资助下，以李德仁院士为课题主持人，由数十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课题组，
对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一系列的实验。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已取得重要进展：  （1）在GIS与RS、GPS与RS、GPS与GIS两两的集成理论与关
键技术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果；  （2）已对GPS+RS+GIS、GPS+GIS+CCD的整体集成开展了有成效的
理论与实际工作；  （3）在空间信息的融合、空间概念的形成与联想、空间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等方
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它们对促进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有重要作用。
以上成果已被整理成50余篇论文在国内外的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它们涉及地球空间数据和信
息从采集、处理、量测、分析、管理、存储到显示和发布的全过程，促进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理论框
架的完善、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应用领域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和系统化，形成了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一书。
本书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
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体系，及作为其基本技术核心的“3S”技术及其集成的
理论与关键技术。
由于空间信息的融合、空间概念的形成与联想、空间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等是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
实现中的重要方法或手段，因而在第2至第4章作了详尽的介绍。
从第5章到第8章主要就“3S”中的集成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涉及：车辆定位与自动导航，以及道路
信息和其它环境信息的采集；将GPS动态相位差分技术用于航空航天摄影测量进行无地面空中三角测
量；利用RS数据和GIS数据快速发现空间对象的变化，同时，对GIS数据库进行快速更新；从GIS数据
中发现知识用以辅助遥感数据处理；车载GPS，GIS与CCD(包括其它测绘传感器)集成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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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基础的集成数据库技术是空间信息集成中的热点问
题之一，它包括GPS数据、RS数据和GIS数据的一体化存贮与管理，也包括利用遥感数据制作导航数字
影像地图以及基于数据集成的3D可视化模型。
第9章专门就这方面内容作了介绍。
最后一章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刚刚开始但讨论很热烈的地球空间数据框架等问题，并就它们与3S""的关
系作了阐述，同时介绍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
可以看出，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一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数十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和硕
士生辛勤劳动的成果。
其中，李德仁院士不仅是整个研究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对全书进行了缜密的构思与组织，关泽群教授
在他的指导下执笔完成此书。
陈小明博士、仲思东教授、龚健雅教授、袁修孝教授、邸凯昌博士等为本书的完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任翔先生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我国在空间信息系统集成领域的研究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
素质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在传感器、计算机、通讯以及综合国力等方面与先进国家存在较
大差距，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空间信息系统集成的若干方面难以摆脱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状况
。
为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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