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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PARROW(基于空间的流域属性回归模型)是一项可以将流域内各监测站点水质数据与流域空间属性
特征关联起来的模型技术，它的核心是由一组非线性回归方程构成，这个回归方程描述了污染物通过
河网从点源及非点源最终向河流进行的非保守型输移。
模型被用来预测污染物负荷、浓度甚至是流量，并曾被用于评价控制着大空间尺度上污染传输的有关
重点污染源和流域特性的两种假设。

施瓦茨等编写的《SPARROW地表水质模型(理论方法与应用指南)》提供了SPARROW模型技术的用户
指南并展示了指导用户建立和应用SPARROW基础功能的计算机软件。
报告介绍了SPARROW软件操作的详细步骤，包括数据输入，安装要求，指导、校准规范和SPARROW
模型的基础应用，描述了模型的输出结果以及解释说明。
报告适合于有兴趣使用现有模型结果及开发应用新的SPARROW模型的研究人员和水资源管理者。

《SPARROW地表水质模型(理论方法与应用指南)》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了SPARROW模型的
理论和实践介绍，包括模型目标、概念及框架的讨论，同时第一部分还包含了目前常用模型的背景说
明、参数估计方法、模型的适用性评价并生成水质预测及不确定性分析。
第二部分展示了模型的用户指南，包括软件架构讨论、模型输入以及模型输出文件、图形、地图等的
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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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相反，溶解性的组分如氮、硫酸盐和总溶解性固形物，它们对流量改变呈现出较小
的变化，因而通常能够更精确地估算出它们的负荷。
通过执行一项SPARROW加权计算，可以得出SPARROW模型中不同站点间年负荷量估算精度的差别（
见第1.5.2节）。
然而，正如在第1.3.1节中所指出的，我们推荐用户在高级的SPARROW模型中合理过滤监测点数据，
从而排除掉那些观测量少且测量值不合理的站点，例如那些监测流量范围不具代表性的站点，以及模
型与测量数据适用性较差的站点（如，估算的均方根误差高）。
 在国家及区域模型研究的经验基础上，我们建议：河流负荷、污染源数据及流域属性数据的记录时长
要求至少在2年以上（至少24～30个观测值），并且即使记录中可能包括一些断点，也仍需要将长期连
续（如每天的）的流量监测值包括进来，这其中流域属性数据对污染物迁移量的影响至少在一个数量
级以上。
在随后的第1.3.1节附加建议中讨论了有关于用监测数据进行长期负荷估算的可接受性。
 监测点网络需要由20个以上的监测点位组成，而为了满足这一要求，SPARROW模型用户可能需要考
虑扩大研究区域的范围（如，模型中流域范围），从而增加监测点的数量，并且也尽可能地去拓展模
型水质浓度和模型解释因子的可变化性。
如果模型用户使用的是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收集的河流水质监测历史数据，那么可能更容易增加监测
点的数量（如，美国地质勘探局国家水质信息系统（NwIS）或美国环境保护局存储及补偿系统
（STORET））。
将研究区域进行扩展从而包括邻近的流域，有可能为模型提供更广阔范围的流域情况，这将很好地支
撑模型参数估计。
对那些随时间改变而在空间上发生了适度变化的模型污染源或流域属性，如大气氮沉降或降雨量，特
别需要扩大研究区域的范围。
 如果扩大研究区域范围并不可行的话，可采用一个替代方法，将一个小范围模型嵌入到一个已知的区
域或国家模型中去，这样的区域或国家模型则具备更多的监测站点，并在流域属性上具有更多变量。
在第1.4.6节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详述，将小研究区域的流域属性和监测数据，与更大范围内已有研究
中类似数据关联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混合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从大区域的数据中估算得到的模型系数
，并对其进行一系列“校准”，之所以需要进行校准是因为针对原系数应用小区域数据会显示出统计
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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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PARROW地表水质模型:理论方法与应用指南》提供了SPARROW模型技术的用户指南并展示了指
导用户建立和应用SPARROW基础功能的计算机软件。
报告介绍了SPARROW软件操作的详细步骤，包括数据输入，安装要求，指导、校准规范和SPARROW
模型的基础应用，描述了模型的输出结果以及解释说明。
报告适合于有兴趣使用现有模型结果及开发应用新的SPARROW模型的研究人员和水资源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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