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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得到
了快速地发展。
数字地理信息是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和应用的基础。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在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过程中，地理信息获取在工作量和资金投入两方面均占80
％左右。
现有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是对地理信息较完整的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地图数字
化都是获取数字地理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传统的地图手扶跟踪数字化方法有速度慢、精度低、可靠性差、自动化程度低和劳动强度大等缺点，
已远远不能满足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需要。
从地图扫描图像上识别和提取数字地理信息为地图数字化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促进地理信息系统的建
立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地图信息的识别与提取技术涉及到计算机、模式识别、数字图像处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地理
学、地图学等多个学科。
正如视觉计算理论的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arr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看见”，就是指“发
现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在技术上主要解决地图上各种地理要素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的获取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有关学者在该领域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地图信息识别和提取技术
的发展。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作者近年来在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领域所获研究成果的总
结，同时还包括了国内外同行的部分有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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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原理和算法的学术专著。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论述了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技术的发展现状；第二章介绍了现有的各种地图信
息识别与提取方法；第三章重点介绍了基于结构特征的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的基本原理；第四章介绍
了地图扫描图像的自动预处理方法；第五章介绍了各种主要地物符号的识别与提取算法；第六章介绍
了等高线的识別与提取算法；第七章介绍了注记信息识别与提取的各种方法。
　　本书可作为测绘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对从事测绘学、地理学、数字图像处理
和模式识别领域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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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手工采集阶段。
手工采集地理信息的方法是把屏幕当作数字板，用鼠标逐点采集地图图像上各地理要素的空间信息，
而通过键盘或菜单输入其相应的属性信息。
这一方法在技术上要求对图像有屏幕漫游的功能，并能把采样点的图像坐标转化为相应的大地坐标。
尽管这种方法仍属完全人工的数字化作业方式，但比在数字化板上手扶跟踪数字化的传统方法已在以
下三个方面有了进步：一是将作业员的工作姿态从低头操作改为抬头操作，减轻了作业员的劳动强度
；二是对图像可以实现开窗放大，这样不仅可减轻人眼的疲劳感，而且能显著提高采样精度；三是实
现了采集结果（矢量数据）与地图图像（栅格数据）的实时叠加显示，为地图数字化作业提供了一种
科学可靠的检查手段，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地图信息的漏采和重采现象，提高了地图数字化结果的质量
。
有人作过统计，采用该方法的作业效率可比传统方法提高30％左右。
然而，即使如此，这一方法仍然具有作业速度慢和自动化程度低的缺点。
这一类的软件有Autoview等，国内、军内也有少量类似软件在地图数字化作业中使用。
2.交互式跟踪矢量化阶段。
交互式跟踪矢量化方法是通过人工引导下的线划自动跟踪技术获取地图上各要素的空间信息，采用人
机交互方法确定并输入相应的属性信息。
该方法通常是在二值图像上进行的，为了便于跟踪，一般还需要作细化（Thinning）处理。
这一技术的基础是计算机视觉中最经典的线划跟踪算法，适用于地图上实线类符号和面状符号边线的
矢量化。
在细化后的地图图像上，对介于两结点或端点间的线段，只要在其附近给定一个近似位置，即可将该
线段自动矢量化。
由于地图上各要素间存在着大量的粘连和交叉现象，常常需将一个完整的线划分成多段进行跟踪矢量
化，这不但增加了人工干预的次数，而且也使矢量化的结果带有许多冗余的结点。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出现了各种改进的跟踪方法，预测跟踪（Predict-ing-While-Tracing）就是其中性
能较好的一种（Thomas，198l；Toshio，1986；吕建平，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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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那些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致以
衷心的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钱曾波教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给予的指导和培养。
正是在他的支持和教诲下，我才得以顺利完成该项研究。
他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谨的学风以及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终生
。
同时还要感谢宋其友教授和李汉如教授多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同志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付出的劳动。
谨以本书告慰我所有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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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图信息识别与提取技术》：全国高技术重点图书，信息获取与处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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