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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源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范对称性原理，在视环境指标值为环境信息，并对其进行规范变换
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用指标规范值表示的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湖泊富营
养化水体环境）质量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多种不确定怪分析方法和网络智能模型及多个普适指数公式。
模型、方法和公式简洁、对称、和谐、统一及普适、通用。
书中提出的对称性和规范变换思想及采用的优化方法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有借鉴、启迪和推
动作用。

　　本书适用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系统分析、环境信息分析、环境信息系统、环境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利水电、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多种不同学科、专业读者的需要
，可作为有关专业博士生、硕士生、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亦可供高校教师、科技工
作者和高层次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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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祚泳，男，1944年生，四川宜宾县人。
1967年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1968-1977年先后在农场劳动和雷波县水电厂工作，1981年获中国计量科
学院硕士学位。
1992年起任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川省第三批（2002年）和
第八批（2010年）学术带头人。
己在《Atmos.Env.》、《Science
in
China》、《中国科学》、《环境科学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论文被SCI、EI检索60余篇；合著《环境质量评价原理与方法》、《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与应用》和《
环境信息规范对称与普适性》专著3本；论著被引用2800余次。
获教育部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2003年获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首届杰出贡献奖。

研究方向：环境信息分析、环境评价与规划、可持续发展评价、水文学及水资源、人工神经网络、优
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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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 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现状1.3.1 空气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现状当前，国内外学者已
提出多种空气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总体可以分为以下3类：指数评价法、不确定性分析法和人工智能
模型。
1.3.1.1 空气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法空气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法因公式形式简单、易于计算，结果又能以一
个连续的实数值表示而常被采用。
常用的空气环境质量指数有单因子评价指数和多因子评价指数。
而后者又根据多因子评价指数的基本形式有代数迭加型、均值型或加权均值型、几何均值型、幂指数
型、均方根型、向量型、最大值和混合加权模式型等多种类型综合指数公式。
此外，还有将空气质量的好坏与空气污染物对环境功能的损害程度相联系的污染损害指数公式以及笔
者提出的标度指数法和余分指数合成法等。
1.3.1.2 空气环境质量评价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由于空气环境质量评价过程通常具有随机性、模糊性、
灰色性、不完全性、不相容。
性等不确定性特征，因而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将末确知测度分析法、灰色聚类法、集对分析法
、对应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物元可拓法和多目标决策分析法（TOPSIS）等多种不确定性分析方
法应用于空气环境质量评价。
此外，有人依据属性识别理论中有关属性集、属性测度、有序分割类等基本概念和置信度准则，建立
空气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属性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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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信息规范对称与普适性》：目睹当今国内学术界、科技界之现状，重读《江雪》有感，赋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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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祚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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