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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内容简介：在强调统计思维的归纳性本质基础上，《环境与生态统
计:R语言的应用》把应用统计学跟环境与生态领域关联到一起。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遵循解决统计建模问题的一般方法。
内容覆盖了模型界定、参数估值和模型评估。
作者用了很多实例来阐述统计学模型以及如何用R语言来实现模型。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首先为开展简单的数据分析任务提供了基础知识。
例如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线性回归模型拟合。
接下来重点介绍了统计建模，包括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类和回归树以及广义线性模型。
书中还讨论了用于模型检验的模拟，为开发出的模型提供评估工具，同时探讨了多层回归模型这类会
对环境和生态学数据分析产生广泛影响的模型。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重点针对的是环境和生态学问题的统计建模和数据分析。
通过引导读者理解解决科学问题和开发统计模型的过程，轻松地从科学假设过渡到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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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松，1985年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南京大学地理系获硕士学位，1995年于美
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获环境科学博士与统计学硕士双学位。
曾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工程师，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湿地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
研究，在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任教。
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Nicholas 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研究副教授，兼任美国地质调查局北
卡罗来纳水环境科学中心（North Carolina Water Science Center：U.S.Geological Survey）研究员。
长期从事环境和生态统计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目前以土地利用（例如城市化）对水环境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为研究重点。
多年来，在环境和生态统计领域不断有所创新，尤其是将贝叶斯统计方法应用于环境和生态学研究领
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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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统计推断不仅能提供参数值，而且可以提供跟估计值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的
信息。
在实践中，采样误差和测量误差同时存在于数据中。
采样误差描述的是估计出的总体特征与真实总体之间的差异。
例如，12个月TP浓度监测值的平均值与真正的均值浓度之间的差异就是采样误差。
采样误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用总体的一部分来推断总体。
采样误差是抽样模型的话题，而抽样模型不会直接涉及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即使在整个总体（或全部数据）得到观测的情况下都会发生。
测量误差模型是处理这一不确定性的工具。
通常地，我们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构建统计模型。
统计推断的重点则是对误差予以量化。
（4）统计假设是统计推断的基础。
最常使用的统计假设就是测量误差的正态性假设。
测量误差被假设为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盯的正态分布。
当这些基本假设不能满足，对不确定性的统计推断就可能造成误导。
所有的统计学方法依赖于以下假设：数据是总体这样或那样的随机样本。
采用参考条件方法制定环境标准取决于识别参考站点的能力。
在南佛罗里达，对参考站点的识别是通过对生态学者筛选出的代表生态“平衡”的生态变量进行统计
模拟来实现的。
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但实质上是比较两个总体，即比较参考总体和受影响的总体的过程。
一旦环境标准确定了，评价水体是否满足标准就成为一个不断进行统计假设检验的问题。
如果将上述工作翻译成假设检验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在检验水体达标的零假设和水体不达标的备择假
设。
在美国，很多州要求，如果宣称水体达标，那么水体超标的时间不能超过10％。
因此，特别重要的量就是浓度分布的第90个百分点。
当第90个百分点低于水质标准，水体被认为是达标的；当第90个百分点高于水质标准，水体被认为是
超标的。
除此之外，大量的生态学指标（或度量）被测量后用于研究湿地生态系统对农业径流造成的磷浓度升
高的响应。
这些研究收集了大量数据，并且常需要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
例如，生态阈值概念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条件，一旦超过该条件，生态系统就会发生质量、性质或现象
的突然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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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结合案例来描述每一种统计学模型，解释如何开展数据分析，讨
论采用模拟手段来检验模型，这是模型开发与评估中的重要方面，给出多层回归模型（如多
层ANOVA、多层线性回归和广义多层模型），指导如何用R语言采实现诸多方法，在线提供书中所用
到的数据集和R语言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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