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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统计学的支持下 探讨了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水体富营养化评价中的应用 以

太湖为研究对象 选取总磷 !总氮 !叶绿素 !化学需氧量 !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和透明度 项指标进行评价 在对研究区域采

样数据进行地统计分析后估算出整个区域评价指标的值 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指标的隶属度函数 并计算其隶属度 同时根

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确定了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最终得到研究区域的综合结果 绘制出富营养化评价图 结果表明 北部 !

西北部湖区营养水平最高 属重富营养 中部湖区营养程度为中富营养 东南部湖区营养水平最低 属中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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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对水质富营养化评价的方法很多 

有生态学评价≈ !参数法 !营养状态指数法 !营养度

指数法 °2°≤  !评分法≈  !灰色聚类法≈ !模

糊综合评价法≈  同时建立不同预测水体富营养

化的数学模型等≈ ∗  这些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能

客观地反映湖泊营养水平 但由于富营养化程度本

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各项评价指标所代表的类

别 !分类界限具有模糊性 因此应用模糊数学来描述

水质富营养化更能反映湖泊的实际状况 然而 在确

定各项评价指标权重时许多学者都倾向于用实测值

的隶属度与各指标分级阈值的隶属度之间进行一系

列计算得到 这种做法受分级标准的影响较大 忽视

了各指标本身对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 从而影响了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笔者提出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

各指标的权重 使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试图能取得更

好的结果 此外 通过监测湖泊若干个点来达到评价

整个湖泊富营养化水平的做法 它忽略样点之间的

相关性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 评价的结果同样

缺乏客观性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地统计学的方

法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旨在对太湖富营养

化程度有客观全面的了解 为促进太湖流域的经济

发展以及太湖环境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的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111  自然概况

太湖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著名的五大淡水湖

之一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 界于 βχδ ∗

βχδ ∞βχδ ∗ βχδ 湖泊面积为

 1 平均深度  最大水深  是个典型

的碟型浅水性湖泊 太湖湖底地形十分平坦 平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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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 1 是一片被湖水淹没覆盖的平原洼地 全

部水系以太湖为中心 北部以无锡的直湖港为界 南

部以原吴江市的吴娄港为界 向西河流以入湖为主 

属上游 向东河流以出湖为主 属下游 水系特点是

上游为树枝状排列 下游呈现为扇状排水系统 湖中

各种浮游植物 !动物和栖息类动物种类繁多 具有良

好的水生态系统 太湖不仅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旅

游胜地 而且是太湖水系的主要水源 兼有航运 !灌

溉 !渔业等多种功能 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

一 

112  点位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于 22 ∗ 22 共采集 

个样品 样品的采集和测试由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进行 样点分布如图  样品测试的项目主要有总

磷×° !总氮×  !叶绿素 ≤2 !化学需氧量

≤ ⁄ !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和透

明度≥⁄等 样品分析方法按文献≈进行 

图 1  研究区域水质采样点分布

ƒ  ⁄∏   

2  湖泊富营养化评价模式

211  评价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对湖泊富营养化的划分和描述比较

模糊 各种评价指标的选取不尽相同 本文根据相关

性 !可操作性 !简洁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

综合考虑湖泊的生物 !理化特性的基础上 选取与湖

泊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 ×° !× !≤2!≤ ⁄!⁄ !

⁄和 ≥⁄ 个指标进行评价 

212  评价指标空间分布研究

由于对湖泊点位监测所获得的有限数据所能提

供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 因此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和地统计学方法对空间上已知点位数据进行分

析后 通过克里格插值得到未采样点的数

据 并生成各项指标的分布图 从而可以很好地了解

单项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 具体步骤如下 ≠根据已

知点位的地理坐标在地理信息系统中生成监测点的

矢量图 对监测点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考察数据

的分布情况 对于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指标可进行对

数变换 !幂变换¬2≤¬或反正弦变换 使各项指

标数据成正态分布 否则在半方差计算时可能存在

比例效应 从而使实际半方差值发生变化 基台值和

块金值增大 估计精度降低 导致某些空间结构特征

不明显≈  ≈计算所有监测点之间的距离和半方

差 确定合理的步长 并在一定方向角  

⁄ !带宽   和容限角  

×上按步长分组 计算每组样点的平均距离

和平均半方差值 …根据监测点平均距离和平均半

方差值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最佳半方差理论模型 

生成由所有点对的半方差值和每一观测值与预测值

之间的半方差值构成的矩阵 并计算预测点周围监

测点的权重系数 其中每一观测点与预测点之间的

半方差值根据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半方差理论模型中

计算得到 选取预测点周围若干个观测值进行加

权求和 计算出预测点的最佳估计值 用交叉验证

法检验所选拟合模型的合理性以及预测的精度 并

根据平均误差  ∞  ∞绝对值接近  !标

准化平均误差  ≥ ∞  ≥∞接

近  !平均标准误差  √ ≥ ∞

≥∞与均方根误差   2 2≥∏ ∞

  ≥∞最接近以及标准化均方根   2 2

≥∏≥ ∞   ≥≥∞接近  的原则

选择最佳半方差理论模型 各项评价指标地统计分

析过程的参数见表  

213  评价指标隶属度的计算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发现 各评价指标与湖泊

富营养化水平在其一定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关

系≈   故本文对 ×° !× !≤2!≤ ⁄和 ⁄选

用增大型升半梯形分布的隶属度函数 

φ( ξ) =

1 ξ ∴ ξ

1( ξ − ξ)/ ( ξ − ξ) +  . ξ [ ξ < ξ

1 ξ < ξ

()

式中 ξ 某指标的实测值 ξ 某指标表征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最低时的临界值 ξ 某指标表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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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富营养化程度最高时的临界值 φ( ξ) 某指标的       表 1  各项评价指标地统计分析的参数

×  ×√ √∏¬

评价指标 分布类型 偏度 峰度 理论模型
邻近

点个数

预测误差

 ∞   ≥∞ ≥∞  ≥∞   ≥≥∞

×° 正态分布 1 1 指数模型   1 1  1 1
×  正态分布 1 1 圆状模型   1 1 1  1 1
≤2 对数正态分布 1 1 球状模型   1 1 1  1 1
≤ ⁄ 正态分布 1 1 球状模型   1 1 1  1 1
⁄ 对数正态分布 1 1 高斯模型   1 1 1  1 1
⁄ 正态分布 1 1 高斯模型   1 1 1  1 1
≥⁄ 对数正态分布 1 1 指数模型   1 1 1  1 1

隶属度函数 而 ⁄和 ≥⁄则选用偏小型降半梯形分

布的隶属度函数 

φ( ξ) =

 . ξ ∴ ξ

 .( ξ − ξ)/ ( ξ − ξ) +  . ξ [ ξ < ξ

 . ξ < ξ

()

式中 ξ 某指标的实测值 ξ 某指标表征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最高时的临界值 ξ 某指标表征水

体富营养化程度最低时的临界值 φ( ξ) 某指标的

隶属度函数 

根据金相灿和朱庆蜂等人对湖泊富营养化指标

的分级标准 确定隶属度函数中 临界点的值≈ 

表  利用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隶

属度 该值大小在 1 ∗ 1之间 最大值 1表明

该评价指标所处状态对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最大 最

小值 1表明该评价指标所处状态对水体富营养化

影响最小 由于所有这些指标不可能对水体富营养

化完全不产生影响 同时也为了避免在计算时 值

过多 因此最小值没有取  

21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各项评价指标对水体富营养化的贡献不

同 故应对各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 本研究采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邀请有关

专家按 ≥提出的因素梯度表对任意 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进行判断 构造 个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

      




     








    












   
















  
















  


























其次由判断矩阵

计算最大特征根 Κ¬  1 和特征向量 

1 1 1 1  1 1 

对特征向量归一化处理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1 1 1 1 1 1 

1 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其中一

致性指标 ΧΙ  Κ¬  ν ν    1 查随机

一致性指标表得 ΡΙ 为 1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ΧΡ  ΧΙ/ ΡΙ  1  1 说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

的一致性 所得的权重能很好地反映各项指标对富

营养化的贡献大小 

表 2  各项评价指标隶属度函数的临界值

×  ×√∏∏ √ √∏¬

临界值 × °#  × #  ≤2#  ≤ ⁄#  ⁄# 
⁄#  ≥⁄

ξ 1  1 1  1 1 1 1
ξ 1  1 1  1 1 1 1

215  湖泊富营养化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以往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在对水体富营养化评

价时通过极值取小2取大运算来确定最终值 这使得

运算结果容易丢失有价值的中间信息 使评价结果

均化或失真 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根据

加法合成的原则 将求得的各项评价指标隶属度进

行加权求和 即可得到湖泊富营养化的综合评价值 

其数学模型为  Ψ = Ε
ν

ι = 

ΩιΞι  (ι =  ! , ,) ,

其中 Ψ为湖泊富营养化综合评价值 Ωι 为第 ι个

评价指标的权重 Ξι为第 ι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3  结果与讨论

311  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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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数学模型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

分析功能计算整个研究区域富营养化的综合值 并

对计算结果进行统计 找出评价结果中的自然分节

点 同时结合太湖水质的实际情况 把太湖的营养程

度划分为中营养  [ 1 !轻富营养 1 ∗

1 !中富营养1 ∗ 1 !富营养1 ∗

1 !重富营养 ∴1 级 得到整个太湖富

营养化综合评价图图  这与文献≈太湖 

年 月丰水期营养分布状况相一致 从图上可以看

出 北部 !西北部湖区营养水平最高 属重富营养 中

部湖区营养程度中等 东南部湖区营养水平最低 属

中营养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上游的梁

溪河 !直湖港 !漕桥河 !太 运河 !社渎港 !官渎港 !小

溪港和武进港是严重的纳污河流 其各种污染物 !营

养盐类经河道水体的输送流入太湖 使太湖北部 !西

北部湖区达到重富营养 而下游的吴凇江 !太浦河是

太湖的出湖河流 能带走湖内部分污染物 !营养盐

类 使东南部湖区营养水平最低 

图 2  研究区域富营养化综合评价图

ƒ  ×√∏ ∏

 

312  讨论

根据地统计学的原理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

半方差 通过不同理论模型的克里格插值 估算出整

个研究区域内评价指标的值 由于克里格插值方法

是根据已知样点数据的统计特征而采取的一种不确

定性插值方法 即在充分考虑样点数据的空间结构变

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最优无偏估计 因此该方法对获得

各项指标值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同时还可以

很好反映各项指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变化以

及局部的变化情况 对于各项指标空间变化所引起的

湖泊区域营养水平的差异可以做进一步研究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 把

≥作为湖泊富营养化评价的技术工具 通过数学

运算 使得空间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既客观地评

价了水体的营养状况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应用模糊数学和层次分析法分别确定评价

指标的状态值和权重 将以往模糊的分级定量化 同

时也对各项评价指标的贡献大小准确地赋值 提高

了评价结果准确性 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不规则的随机采样 由于受实验

条件的限制 样点数目较少 对引起湖泊富营养化的

各指标的空间变异性以及合理取样数目的确定尚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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