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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GIS 

——浅谈 GIS 基础知识及 GIS 与古籍资源 

 

◎ 程二丽
 

 

 

一、GIS 定义 

GIS 全 称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

系统。 

信息系统是由计算机硬件、网

络和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信息

资源、信息用户和规章制度组成的

能进行信息的收集、传递、存贮、

加工、维护和使用的系统。 

GIS 是一种特定的空间信息系

统，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

下，对有关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集、

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

描述的技术系统。现在我们普通人

常用到的地理信息系统有电子地

图，导航系统。 

二、GIS 的组成部分 

GIS 主要是由计算机硬件、计

算机软件、地理信息数据三部分组

成的。 

计算机硬件系统 

计算机硬件是计算机系统中的

实际物理装置的总称，可以是电子

的、电的、磁的、机械的、光的元

件或装置，是 GIS 的物理外壳。GIS

由于其任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必

须由计算机设备支持。GIS 的规模、

精度、速度、功能、形式、使用方

法甚至软件都与硬件有极大的关

系，受硬件指标的支持或制约。 

GIS 硬件配置一般包括： 

1) 管理设备：计算机主机、

存储设备、网络设备； 

2) 输入设备：数字化仪、扫

描仪、图像处理设备、GPS、

测绘仪等； 

3) 输出设备：打印机、显示

器、绘图仪等。 

计算机软件系统 

计算机软件系统指 GIS 运行所

必需的各种程序，通常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1) 计算机系统软件 

由计算机厂家提供的、为用户

开发和使用计算机提供方便的程序

系统，通常包括操作系统等。 

2) 数据库软件：用于存储管

理地理信息数据，如 Oracle，

SQLServer 等 

3) GIS 专业软件：如 ArcGIS、

Mapinfo 等通用 GIS 软件和根据需

求定制开发的 GI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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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软件 

数 据 库 软 件 

G I S 专 业 软 件 

Windows、Unix、IOS、

Android 等 

Oracle、SQLServer 等 

ArcGIs、Mapinfo 等以及

专业定制的软件 

地理信息数据 

地理信息数据是指以地球表面

空间位置为参照的自然、社会和人

文景观数据，可以是图形、图像、

文字、表格和数字等，由系统的建

立者通过数字化仪、扫描仪、键盘、

磁带机或其他通信系统输入 GIS，是

GIS 所表达的现实世界经过模型抽

象的实质性内容。不同用途的 GIS

其地理信息数据的种类、精度都是

不同的，但基本上都包括三种互相

联系的数据类型。 

1) 空间位置数据 

空间位置数据与地理要素的坐

标和几何特性有关。空间位置数据

主要通过点、线、面等，来记录地

理要素如村庄、河流、湖泊等的位

置和大小。 

2) 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提供地理要素的各种

信息。属性数据与具体的行业应用

相关，如村庄的人口数量、耕地面

积等等。 

3) 空间关系数据 

空间关系数据即拓扑关系，表

示点、线、面要素之间的空间联系，

如结点与线之间的关系，边界线与

面要素间的构成关系等。空间拓扑

关系对于地理信息数据的编码、录

入、格式转换、存储管理、查询检

索和模型分析都有重要意义，是地

理信息系统的特色之一。 

三、GIS 的功能 

数据的采集  

数据采集，是指将系统外部的

原始数据传输给系统内部，并将这

些数据从外部格式转换为系统便于

处理的内部格式的过程。对多种形

式和多种来源的信息，实现多种方

式的数据输入。 

GIS 的数据来源主要有文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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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图数据、野外测量数据、航

空像片、遥感数据等等。 

数据的采集包括数字化、规范

化和数据编码等内容。  

 

数据的存储与管理 

数据存储是将数据以某种格式

记录在计算机内部或外部存储介质

上，其存储方式与数据文件的组织

密切相关。 

数据管理是对数据存取和数据

运行的各种管理控制。空间数据管

理是 GIS 数据管理的核心，各种图

形数据或图像数据都以严密的逻辑

结构存放在空间数据库中。属性数

据管理一般直接利用商用关系数据

库软件，如 FoxPro，ORACLE，SQL 

Server 等进行管理。 

数据的处理与变换  

数据的处理与变换包括属性数

据处理和图形数据处理。属性数据

处理通常与数据库管理结合在一起

完成，主要包括属性数据的修改、

删除和插入等操作。图形数据处理

包括图形修改、增加和删除、图形

整饰、图形变换、图幅拼接、坐标

转换、投影变换、误差校正和建立

拓扑关系等。 

空间分析与查询 

空间分析与查询是GIS的核心，

是 GIS 区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本质

特征。空间分析与查询是从空间物

体的空间位置、联系等方面去研究

空间事物，以及对空间事物做出定

量的描述。包括：  

1) 空间查询与量算：查询某

个范围内的要素，量算面

积长度等。  

2) 缓冲区分析：以某个对象

为中心，建立一定范围的

缓冲区，分析该对象对缓

冲区内的对象的影响程

度。  

3) 叠加分析：指在统一的空

间参考系统下，通过对两

个数据进行的一系列集

合运算，产生新数据的过

程。  

4) 网络分析：网络包括道路

网、管网、电网等，网络

分析方法包括选择最优

路径、资源调配等。如汽

车导航系统中的路径规

划。  

5) 统计分类分析等 

例如：道路拓宽改建，从 20 米

拓宽到 60 米，要求计算出因道路拓

宽而需要拆迁的建筑面积和价值。

在此就用到 GIS 的空间分析与查询

功能，如下： 

① 缓冲区分析：根据拓宽半

径，建立道路的缓冲区；  

② 叠加分析：将缓冲区图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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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分布图进行叠加，选出

缓冲区内的建筑物；  

③ 统计分析：统计缓冲区内的

建筑物的面积和房产价值；  

数据的输出与显示 

数据显示是指中间处理过程和

最终结果的屏幕显示。通常用人机

对话方式选择显示对象和形式，对

于图形数据可根据要素的信息量和

密集程度，选择放大或缩小显示。 

输出是将 GIS 的产品通过输出

设备(包括显示器、绘图机、打印机

等)输出。GIS 不仅可以输出全要素

地图，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分层

输出各种专题地图、各类统计图、

图表、数据和报告等。 

GIS 可以为用户输出全要素地

图，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分层输出

各种专题地图，如行政区划图、土

壤利用图、灾害预警图等。GIS 可以

以各种形式表示专题地图，如反映

数量特征的等高线图、柱状图、反

映地貌立体感的晕渲图等等。另外

除了平面图外，还可以显示三维图、

实景图。 

 

综上所述，GIS 可以解决的问

题包括： 

 位置：在某地有什么 。例

如：某个地方有哪些与之相关的古

籍资源  

 条件：满足特定条件的东

西在哪儿 。例如：说某种语言的人

分布在哪些地方  

 趋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例如：人口分布的变化，人物行程

变化  

 模式：某个地方的空间实

体的分布模式。例如，人口分布的

模式是怎样的，天水市人口空间分

布呈现"西北—东南"模式。  

 模拟：某地具备某些条件

会发生什么。例如：某条河流干涸

引起的人口分布变化是什么。 

四、GIS 与古籍资源 

相关研究 

在古籍资源中，有许多均与地

理相关，如舆图、方志、方言、拓

片等。而且目前也有一些将 GIS 运

用于数字图书馆和古籍数字资源的

研究。 

如：在《浅谈数字图书馆中的

图形化查询技术——GIS 在北京大

学古文献资源库中的应用 》一文

中，就阐述了将 GIS 应用于古文献

资源管理，作为查询检索的一个入

口。 

在《基于 GIS 的历史自然灾害

数据库设计与实现》一文中，提出

了利用空间数据库和 GIS 技术整理

分析方志、古籍的研究方法，分析

提取了方志和古籍文献中关于自然

灾害的信息，建立了中国全区域的,

多朝代的,多自然灾害要素的,带有

地理特征的 GIS 系统，实现了历史

自然灾害的可视化和时空分析，是

GIS 与古籍内容深度接合的应用范

例。 

GIS 应用于古籍资源的方式 

GIS 应用于古籍资源管理可以

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将 GIS 作为古籍检索查

询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对于样式

雷、老照片、方志、古地图、拓片

等古籍资源的查询非常便利。另外，

对于某个地方要进行古文化发掘，

想找点相关的古文献资料也非常有

用。  

另一种是将古籍内容进行研究

整理，将文字内容变为带地理特征

的数据库，并通过 GIS 进行分析处

理。  

由于古籍资源中有着大量的经

济、文化、军事、人口等等数据。

因此对图书馆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

深度发掘，进行专题整理，将古文

献变为 GIS 专题数据，并加入各种

GIS 分析功能，可以更好地展示古文

献信息，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数据服

务。例如：以 1841 年林则徐在虎门

销烟后引起第一次鸦片战争、被道

光皇帝撤职、从广州启程发配新疆

伊犁为例，就可以根据文献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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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程表，包含时间地点，然后用

GIS 提供的功能，将发配行程绘制出

来。 

GIS 应用于古籍资源案例 

GIS 应用于地方志，可以将方志

书目与地理位置结合，读者可以浏

览地图，来选择某个地方的方志进

行阅读，也可以将地方志的内容与

地理位置结合，通过 GIS 制作专题

地图，将地方志的内容用 GIS 图形

表现出来。比如人口分布图等。 

GIS 应用于方言，可以将方言资

料进行整理，输入 GIS 数据库，通

过 GIS 制作方言范围图、方言同言

线图（描述相邻的两个方言区的过

渡状况的特殊的方言地图）、方言动

线图（描述某种方言在历史上的迁

移，扩散图）等等。 

GIS 与舆图的结合则更为紧密。

除了可以通过地图选择查询阅读某

地的舆图外，还可以将古代舆图进

行数字化，与现代地图进行叠加分

析。如下页图所示为《乾隆京城全

图》与现在地图的叠加图。 

五、总述 

GIS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技

术成熟，而且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

行业中。GIS处理与地理位置相关的

数据，古籍资源中的拓片、方志、

舆图、老照片等都与位置直接相关，

另外古文献中也记录有大量的与地

点相关的数据，所以，GIS 应用于古

籍资源，可以更好地展示古籍资源，

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数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