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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统计和GIS的环境质量评》

内容概要

《基于多元统计和GIS的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以水环境、大气环境、城市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各种环
境系统为实证研究对象，在数理统计学理论分析及部分方法改进的基础上，以多元统计的主成分分析
（PCA）、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等方法为主，将
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数据处理、展示与分析功能进行有效集成，遵循系统工程中的数学建
模以实现定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探索并给出科学有效的对各种简单及复杂系统环境质量状况综合性
、系统化、定量化以及动态性的评价方法体系，尤其是通过建立的将主、客观指标赋权方法相结合的
环境质量评价分层构权主成分分析（PCA）及分层构权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模型，构造出有较
强稳定性和实际意义的各种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并加以推广和应用，取得了比较好的评价效果。
《基于多元统计和GIS的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可供从事统计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教
学和科研的相关人员参阅，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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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第5章青藏高原牧区可持续发展量化评价方法研究及其应用 5.1研究背景与意义 5.2可持续发展评价与
测度的系统分析与研究现状综述 5.2.1可持续发展评价与测度的主要问题 5.2.2可持续发展权数设置方法
的系统分析 5.2.3变量加权和分层构权PCA模型定权方法对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适用性分析 5.2.4变量加
权PCA模型及其定权思想方法 5.2.5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与综述 5.3柴达木盆地东部绿洲
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5.3.1评价实例13：基于AHP方法的柴达木盆地绿洲区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研究
5.3.2结合实际的柴达木东部地区各县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述 5.4基于多元统计和AHP的青藏高原牧
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与应用 5.4.1青藏高原牧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AHP定权 5.4.2评价
实例14：基于多元统计和AHP的青海牧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5.5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6章基于多元统计
和GIS的环境质量动态评价研究 6.1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 6.2环境质量评价（包括可持续发展评价
）的分层构权GPCA模型 6.3评价实例15：基于分层构权GPCA模型的中国各地区1999～2005年可持续发
展环境支持能力动态评价研究 6.4评价实例16：基于GIS中国可持续发展环境支持能力动态评价 6.4.1中
国可持续发展环境支持能力动态评价GIS的设计 6.4.2基于GIS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环境支持能力动态评价
6.5评价实例17：基于分层构权GPCA模型的湟水流域各断面1998～2005年水质动态评价研究 6.6评价实
例18：基于分层构权GPCA模型的青海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评价 6.7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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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3.3层次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的比较 层次分析法把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能处理许
多复杂的实际问题，而其层层分解的方法符合人类思考的一般步骤，也容易把复杂问题简洁化，明确
化。和主成分分析一样，层次分析法也有其严密的数学基础，在求解判定矩阵时常采用特征根法，这
和主成分分析有相同的数学基础，而且两种评价方法都是相对评价方法，都适用于一次评价。层次分
析法的相对权重是通过判断矩阵计算得来的，但层次分析法从建立层次结果到合成对比矩阵，人的主
观因素较大，而主成分分析则强调了评价的客观性，因而两种综合评价方法有较大的差异和互补性。 
（1）层次分析法是解决指标之间对比量化问题，而对于指标的选择却无能为力，指标的选取完全凭
借于人的定性判断，这就有可能使某些重要指标遗漏，而主成分分析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来选取指标
；另外，层次分析法解决指标对比的个数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多指标（指超过其范围）通常采取舍弃
部分“非重要”指标的方式，而“非重要”指标的确定是人为判定的，而主成分综合评价所选的主成
分是原来指标的综合，包含了原来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2）层次分析法对相关性比较强的、甚至相
互包含的指标，以及不相关的指标，不能作出判定，只能通过人为地分析，而主成分分析强调了评价
过程的客观性，其权重的决定是通过对所给数据的分析而决定的。 （3）层次分析法本质上是定性描
述的定量化，因此，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量化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性的判断，或者说，
层次分析法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桥梁，而主成分分析则主要强调了定量分析。 4.4评价实例9：基
于多元统计的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研究 环境问题是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对环境问题的研究
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进行，环境统计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环境质量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对环境影响
的重要学科工具，自从20世纪60年代Jacobs提出水环境质量评价的水质指数（WQI）概念和公式
（Jacobs，1965）以来，水环境质量指数研究便成为环境统计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由于计算简单、便
于操作，直至今日，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法在国内水环境质量评价实践中仍被大量采用。 本节利用环
境质量评价的分层构权PCA模型，并对简单和复杂的水环境系统开展具体的评价实践，并提供更有效
和稳定的水环境质量指数，使我们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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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多元统计和GIS的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可供从事统计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教
学和科研的相关人员参阅，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Page 5



《基于多元统计和GIS的环境质量评》

精彩短评

1、总体不错，但比想像中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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