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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河流水文改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优选

评估指标是有效管理的基础。

02

主成分分析法能够客观、科学地筛选关键指标，

为河流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03

通过研究，可以完善河流水文改变评估体系，促

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研究背景与意义



01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水文改变的影响因子识

别和评估方法上，但指标筛选缺乏统一标准。

02 国外研究更加注重河流水文改变与生态环境的响

应关系，以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指标优选中的

应用。

未来发展趋势是将多种方法相结合，形成更加完

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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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收集相关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确定优选指标。同时，结合专家咨询和实

地考察等方式，对筛选结果进行验证和优化。

研究内容

构建河流水文改变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

选关键指标。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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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降维思想
将多个相关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变

量，即主成分，以简化数据结构并抓住主要矛盾。

02 线性变换

通过线性变换将原变量转换为新变量，新变量是

原变量的线性组合，且互不相关。

03 方差最大化
选择方差最大的方向作为第一主成分，其次大的

方向作为第二主成分，以此类推。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

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通过求解特征方程得到特征值和

特征向量。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数据标准化

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使不

同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

选择主成分

根据特征值大小选择前k个主成分，

通常要求累计贡献率达到一定水

平（如85%以上）。

计算主成分得分

将原数据代入主成分表达式中，

得到各主成分得分。



简化数据结构，减少变量个数；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客观确定权重，避免主观随意性；

能够反映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

对原始数据的依赖性较大，若原始数据存在异常值或缺失值，则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只

能处理线性关系，对于非线性关系可能无法准确描述；主成分的解释性可能不强，需要结合专

业知识进行解释。

优点

缺点

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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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基于科学理论，确

保所选指标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河

流水文变化情况。

系统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全面考虑河流水文系统的

各个方面，包括水文、气象、地质、

生态等因素，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

可操作性原则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评估方法的可操作性，

确保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

动态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

相应调整。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方法



水位指标
包括河流水位、水位变幅等，反映河流的

水量变化情况。

水质指标
包括pH值、溶解氧、氨氮、总磷等，反

映河流的水质污染状况。

流量指标
包括河流流量、流速等，反映河流的流动

状态和输沙能力。

生态指标
包括生物多样性、水生生物量等，反映河

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河流水文改变的关键指标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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