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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空间数据分析(SDA)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构建了基于SDA的人口数据空间化的方法框架，
并将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回归分析、空间异质性分析、区域差异分析、点模式分析、热点探测技
术、面插值技术、地统计学等多项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于人口分布规律的研究与识别中，实现了江苏省
、徐州市域、徐州市区多级单元的人口数据空间化。

本书可以作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地图制图学
、人文地理学、人口学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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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采用不同方法对徐州市居民点密度分析，发现徐州市居民点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主要
为沛县、丰县和睢宁县等；采用泰森多边形法得到居民点密度分布图的热点相对分散，但是经过平滑
处理的密度图则更能反映出居民点密度分布的特点；与运用核函数法得到的结果对比，可以认为核函
数法更能反映居民点密度空间分布的全局差异，而泰森多边形法对居民点密度空间分布的细部差异比
较敏感。
提出了基于居民点密度的人口数据空间化方法，并给出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以江苏省为研究案例得
到了江苏省基于镇级居民点密度与基于村级居民点密度的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格网地图。
结果表明该方法为解决缺少边界条件时人口密度的空间化提供了一种途径，其结果的精确度也比较高
。
（5）基于Thiessen多边形与面插值的人口数据空间化研究提出了基于泰森多边形与GCAWI法相结合得
到人口空间化结果的人口数据空间化的方法，并以徐州市区为研究案例得到了徐州市区2000年和2005
年500m×500m大小格网的人口数据空间化结果。
通过对徐州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徐州市区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块状集聚、轴状延伸
的格局，整体来看其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大”字形的态势。
对比边界替代和面积权重内插而得到的人口密度分布图与直接运用核函数内插得到的人口密度分布图
后发现，前者对反映人口密度分布的细部差异比较敏感，而后者仅能反映出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整体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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