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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水灾害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洪水灾害进行预报是一项十分有效的防洪非工程措施。
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将流域按一定方法划分成很多个细小的单元，每个单元有不同的物理特性数据和
降雨量，每个单元采用不同的模型参数，流域的产汇流过程采用具有物理意义的数学物理方程进行定
量描述。
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的这些特点，使其可以充分描述流域特性的空间变化，更加精细地模拟和预报多
种洪水要素，是流域洪水预报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
　　由于流域洪水预报对结果的精度要求高，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在流域洪水预报方面应用的难度更
大，已成为国际前沿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作者不畏艰难，选择这一技术难度大、实用价值高的方向开展研究，显示了作者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
进取精神。
作者坚持研究十余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研究工作终有所成，提出了一个专门用于流
域洪水预报的、由作者自主命名的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流溪河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计算机软件
系统，获得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实属难能可贵。
　　该书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流溪河模型的结构、计算方法、建模的方法以及参数确定的方法，并
对流溪河模型在几个流域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流溪河模型提出了一套基于国际互联网免费获取的DEM及遥感影像进行单元划分及对河道单元断面尺
寸进行估算的方法，使其可以在我国大多数流域应用；流溪河模型提出的基于敏感性分析的模型参数
确定方法，为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的参数确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流溪河模型软件系统CYB.LMs
的开发应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流溪河模型在流域洪水模拟与预报中的应用工作。
　　该书的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学习、应用流溪河模型的参考材料。
祝愿该书的出版能够活跃学术思想、增进研究交流、推动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在流域洪水预报中的应
用。
也希望作者继续努力，不断改进和完善流溪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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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流域洪水预报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流溪河模型的原理、方法及研究结果。
全书共分七章。
首先阐述流域水文模型的发展情况，然后分别对流溪河模型的结构、计算方法、建模的方法以及参数
确定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流溪河模型系统CYB．LMS的主要功能进行了简要说明。
其次介绍研究对象流溪河流域的基本情况、建模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方法和结果，在流溪河水库流
域建立流溪河模型的过程及结果，流溪河模型在小型少资料流域的研究结果及建模方法。
最后介绍流域梯级开发条件下流溪河模型的建模方法，以及流溪河模型在一个少水文资料的大型流域
应用的结果。
　  本书可供从事水文水资源专业、自然地理专业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生及研究人员，以及各水利
部门、流域机构、水库调度部门从事流域洪水预报工作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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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流域水文模型是对流域水文过程进行系统描述和模拟/预测的数学模型。
1932年提出的谢尔曼单位线是流域水文模型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流域水文模型直到20世纪60年代
末才正式被提出来，斯坦福4号模型是开发较早的流域水文模型。
　　流域水文模型一般可分成集总式模型（lumped model）和分布式模型（distrib—uted model）两大
类。
　　集总式模型将整个流域看成一个整体，将流域物理特性在空间上进行均化，模型参数在整个流域
上进行同化。
该类模型中，流域降雨采用流域平均降雨，而模型参数也认为在流域上的各处是相同的，即整个流域
采用一组模型参数。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流域水文模型主要是集总式模型。
　　分布式模型将流域按一定方法划分成很多个细小的单元，对每个单元，根据其物理特性进行产流
量计算，然后将产生于每个单元的径流沿其流向汇流到流域出口断面。
分布式模型一般都是基于物理意义的，因此又称为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
分布式物理水文模型与集总式模型的主要不同是，流域产汇流计算采用的是具有物理意义的数学物理
方程，而不是纯数学的方程；每个单元采用与其他单元不同的模型参数及降雨量；每个单元的模型参
数主要根据流域物理特性从物理意义上直接确定，而不是根据实测历史资料率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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