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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库区典型小流域非点源污染研究:基于GIS与AnnAGNPS模型》从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出发，
立足于三峡库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和编者对模型的理解、应用，全面阐述模型在库区典型农林
复合小流域应用的理论与技术方法，为广大从事环境科学、污染生态学等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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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总体上，AGNPS（AnnAGNPS）模型对径流、泥沙、氮磷输出量的预测值与观测值
较为一致，但各目标观测值的偏差程度不同。模型对地表径流量的预测准确度要高于泥沙和氮磷，氮
与磷输出预测比较，氮预测准确度要高。模型对不同景观的预测精度也不尽相同，如2007年，程炯等
认为模型对果园+林地景观单元预测精度较高，而对水田+旱地景观预测精度较低。 第四节AGNPS模
型影响因素 模型的预测偏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模型自身的设计缺陷。 二是输入参数的
不确定性。AGNPS模型同样也存在不确定性问题，但所有版本中均缺乏有关的偏差分析，尤其是与水
文模型有关的各种变量（变量本身偏差则由参数值的偏差产生）偏差决定着模型对其他输出对象预测
的偏差，是径流预测偏差小于其他对象预测偏差的根本原因。 三是模型在某一地区的适用性。 一、
模型自身的设计缺陷 AnnAGNPS模型自身存在着设计缺陷和局限性。模型在预测次降雨过程中，在一
日内所有地表径流、泥沙、养分和杀虫剂等全部输送到流域出13，并没有考虑到随泥沙沉淀以及会在
次日重新发生输移过程，没有对河网沟道内产生沉淀的养分和农药等进行二次预测追踪：对于点源污
染只是简单地以恒定污染输出进行模拟，没有考虑输出过程中产生的动态变化。 二、参数不确定性 
大量输入参数值的不确定性和GIS软件对资料过程的简化，也导致模型输出结果的偏差。通过标准分
析软件或通过现有资料数据对模型进行精确校正可减少预测偏差（校正是改变基于模型输入可变取值
的范围，从而使预测值达到可接受的范围）。AGNPS模型主要是通过现有资料的校正来减少偏差，但
现有校正资料数据的缺乏也是模型推广、验证和使用的限制因素。 1.DEM对模型偏差的影响 DEM
是AGNPS模型地形参数产生的基础。DEM本身的不确定性是模型预测结果产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DEM并不能精确描述研究流域的地形特征，并不能代表确定像元面积内的微地形的变化，而且DEM数
据中往往包含无数据区（No Data Grid Cells）。一般文献研究中，所应用的DEM格网尺度为5.0
～30.Om（如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US Geological Survey）可免费为用户提供10 m和30m精度
的DEM，一个格网要包含l00m2或900m2的面积）。特别地，在较小尺度的流域，一个沟道可能仅有几
米宽几米深，在DEM中难以产生和表示。 同时，利用AGNPS—ArcView3.x集成界面进行流域分析时
，DEM产生的流域边界和河网分布与真实的位置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程序对DEM的自动修正处理
过程使得更加偏离实际位置，并使随后的模型输出偏差不可避免。所以，用DEM进行地形分析后，要
尽可能用实际调查数据去修订模型模拟边界和模拟河网数据。特别注意DEM的交通道路修订，避免河
网体系产生严重错误，更接近实际地形中河流网络分布。一般地，DEM格网尺度越小，精度越高，越
能准确地模拟地形。DEM格网尺度对所提取地形参数精度的影响，是DEM不确定性研究的核心内容之
一。地形参数的准确性和空间预测数据质量关系已有学者作了研究。但受已有资料的限制，研究者不
能根据研究目的去选择适合尺度的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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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库区典型小流域非点源污染研究:基于GIS与AnnAGNPS模型》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5



《三峡库区典型小流域非点源污染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