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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数据的采集、定位和绘制是地理分析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分析、建模是地理分析最重要的部
分，也是原始地理数据能够产生效能的关键所在。
地理计算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但它到底是什么？
本书试图让读者对地理计算的体系和应用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随着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越来越快，计算科学已经成为解决许多科学问题的有效方法，计算科学对
地理学像对社会学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地理计算（GeoComputation，有文献译为“地学计算”，
本书采用“地理计算”这个术语）就是计算科学在地理或地学环境中的应用（这里的地学环境包括人
文系统和自然系统）。
地理计算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和计算科学是密不可分的，计算科学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但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
计算科学依赖于计算技术的发展和硬件性能的提高，使用计算机来研究各种科学问题，实现科学调查
中的各种理论和方法。
一旦计算机硬件达到要求，可以通过科学计算可视化来观察各种实验的中间过程。
可以说，科学计算能让研究者通过模拟来测试现有的理论，并有可能创建新的理论。
　　地理计算的出现与发展，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计算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飞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并行超级计算机硬件的成功实现，GPS，RS，GIS技术在获取大容量、整体性地理数据信
息中的成功应用，以超级计算机为基础的一系列高性能计算新方法的实现，使计算、实验与理论共同
构成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有效科学工具。
地理计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计算机求解地理问题的计算，它是以向量或并行处理器为基础的超
级计算机为工具，对整体的、大容量的资料所表现的地理问题实施高性能计算，探索构筑新的地理学
理论和应用模型。
　　当前地理计算的研究包括很多部分，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其更抽象
的表达——计算智能、处理大规模空间数据库的全球GIs。
当然，这些不是唯一，还包括许多传统的内容，如统计技术、数学建模、计算机地理模拟等。
地理计算的研究内容归纳为5个方面：①理论发展；②经验分析；③建模和模拟；④社会方面；⑤自
动分析和建模功能。
　　地理计算是交叉学科，其相关学科包括统计学、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神经计算以及GIS等，本
书将简述有关学科的内容及其与地理计算的结合。
　　地理学的许多研究方法，无论是定性的或是定量的，在高性能计算的时代，都将成为可能。
地理计算的概念、方法、模型对一部分地理学家来说，可能都还比较陌生，但正如GIS在经过相当长
一段时间的地学领域研究和实践后才为广大地学工作者所接受的那样，地理计算也将会为地理学家们
所接受而成为地理科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
可以肯定地说，地理计算的原理、方法、模型、算法的不断完善，高性能计算设备的发展和普及，地
理学家们的广泛参与，终将把地理科学推向一个全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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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计算属当前GIS和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地理计算原理与方法》主要内容：一是紧扣地理计算的地理性和计算性，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地理计
算的内涵、特征和应用前景；二是介绍了高性能计算环境下各种计算技术在地理空间分析和地理计算
中的应用；三是以某些新的技术与方法为例（如元胞自动机，分形分维）介绍了其在地理计算中的具
体应用；四是分析和讨论了地图可视化、虚拟地理环境等可视化技术给地理计算注入的活力及带来的
问题。
　　《地理计算原理与方法》适合于地理学、GIS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参考教材，也可为
从事相关工作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业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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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计量地理和地理计算的关系　　数学方法是人们进行数学运算和求解的工具，能以严密的逻
辑和简洁的形式描述复杂的问题、表述丰富的实质性思想。
但是在地理学研究中，数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现代地理学中数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与计算机应用技术
密切相关，地理学的定量分析与采用的数据和模型紧密相关。
在计量地理的数据处理中要注意地理数据的筛选与质量检验，以及模型的选择和建造中的变量等问题
。
　　研究一些复杂的地理问题，需要综合应用多种数学方法，建立一系列具有分析、模拟、仿真、预
测、规划、决策、调控等多种功能的众多模型组成的模型系统。
同时还需要海量的地理数据，这些都离不开GIS的支持。
GIS的基本技术以及建造空间分析模型都需要借助有关的数学方法来实现。
近几年来出现的基于知识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就是数学方法、人工智能与GIS技术在地理学应用研究
领域中相互结合的成功典范，而正是它们的结合促使了新学科——地理计算的发展。
　　地理计算和计量地理的关系如何呢？
其实关系很简单，地理计算的范围要大一些，它包含计量地理的所有方法和工具，但它会逐渐地削减
计量地理的弱点，重新表达计量地理来使之适应21世纪的需求（Openshaw，1998）。
地理计算为地理环境下的应用科学提供了新的前景。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地理计算和计量地理没有太大的差别，仅是将自然和人文地理问题中的计算方法应
用到地理科学中去。
　　地理计算关心新的计算技术、算法与范式，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可以充分利用高性能计算（HPC
）技术。
地理计算主要包括4个边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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