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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水文模型的发展概况、分类，集总式和分布式水文模型的优劣以及分布式水文模型的
主要应用领域。
其次重点阐述了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构建及组成，其中包括土壤水文模型、陆地水文模型、地下水水文
模型和地表水、地下水耦合模型四个部分。
再次讨论了分布式水文模型结合DEM模型的流域特征提取、模型参数的率定方法及分布式水文模型在
洪水预报和土壤大孔隙流中的应用。
接着又探讨了大气模型和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耦合，并将耦合模型应用于单场暴雨、多场暴雨的洪水预
报以及大中尺度区域。
最后指出了水文模型存在的尺度问题以及水文参数和网格的空间变异性等问题。
　　本书可供水文学、水资源、水文地质、气象、水利工程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高年级本
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从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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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水文模型　　2.3　集总式水文模型与分布式水文模型　　2.3.1　集总式水文模型概述　
　集总式水文模型普遍将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忽略了气候因子和下垫面因子均呈现空间分
布不均匀的事实。
根据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水文模型显然只能虚拟模拟气候和下垫面因子空间分布均匀的状态，属于概
念性流域水文模型范畴。
模型中的一些水文过程通常由一些简化的水力学公式或经验公式来进行描述，使得水文模型的结构和
参数的物理意义模糊，在模拟流域降雨径流形成过程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常见的这类模型有新安江模型、萨克拉门托模型和水箱模型等[16，75，82]。
　　集总式水文模型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是在许多方面表现不足
。
流域的降水径流过程十分复杂，流域的下垫面因素，如土壤结构、地形差异、地表覆盖等，以及一些
人类的活动，对径流的过程都会产生影响。
集总式水文模型采用一些经验性和集总概化的方式来描述水文过程，不能较好地反映降雨和下垫面的
空间变化，在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数据时会存在结构不一致的问题。
集总式水文模型对径流形成过程的描述是近似的，不涉及水文现象的本质或物理机制，许多参数缺乏
明确的物理意义，只能通过实测资料来率定。
因此，它对实测资料的依赖性很大，并且具有统计和经验的性质，不利于参数的外延。
当今水资源危机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文水资源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
，集总式水文模型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很难处理变化环境下的水文水资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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