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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以重庆市为例

张 剑 光
西南师范大学地理 系

摘共 本文提出了一种绘合
、

定量地评价农业自然环境质量的方法
, 包括评价原则

、

模型
、

参数定最化
、

权重分配

等 , 尤其对参数定量化
、

权 重分配作了大胆尝试 对重庆市试评的结果表明
, 本方法是可行的

关健 词 农业自然环境质量 定量化 综合评价 重庆市

已经完成的各种农业自然条件
、

资源研究
,

是对

农业自然环境的评价
,

但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改进 定

性描述的不确定性和综合性差
“

自然条件较穿
, 、

“
光热水土配合较差”等术语

,

不能准确地反映质量

的高低
,

也使得区域间对比困难
‘

由于定性评价居

多
,

指标间不能
“

求和” ,

区域评价的综合程度差甚至

不可能综合 本文目的就是试图按照农业自然环境

各因子质量高低及它们对综合质量影响的大小
,

来

定量评价农业自然环境质量 , 改进传统评价的两点

不足

确切地说
,

环境质量评价
,

应包括自然
、

社会
、

经

济等各种环境质量评价 而目前的
“

环境质 量 评

价” ,

实际 上是自然环境污染状况评价
,

对自然环境

本身的质量优劣的评价研究极少 农业自然环境质

量评价
,

属于广义的自然环境质量评价
,
不同于目前

一般的环境质量评价 后者基于各种污染物对生命

特别是人的影响
,

前者则应基于各质量因子对农业

生产力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是探索性的
,

评价方法

中定有许多不妥之处
,

希望能得到同行指正

境各生态条件的限制
,
各生态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自然生产潜力及其可利用性 特别是在当今各种

生态问题出现
、

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

强调生态原则很

有意义

二 评价方法

本文的作法是
,

把各环境质量因子的作用转换

成相对于农业生产的质量指数
,

使得各质量因子间

可进行对比
,

而这些质量 因子的质量决定了环境的

综合质量 考虑各自影响的方面和程度
,
对各因子

质量指数加权求和
,

就得到农业自然环境综合质量

指数
,
即

二 “ ·

尹
·

, , ,

“ 一 艺 分 、
·

民

其中
, 、

月是权重
, “ 十 月 尸

、

分别是自然

生产潜力质量指数
、

生态质量指数
,

前者是光
、

温
、

水
、

土即
、 、

甲
、

的函数
‘

是生态条件质量指

数
, 砂 为相应的权重

, 。是生态条件数目
,

一
、

农业自然环境质里综合评价

一 原则

生产力原则 农业的核心是生产力
,

而其中

占绝对优势的是第一性生产力 植物生产力
,

农业

自然环境从根本上限定了第一性生产力的大小 因

此
,

质量评价要根据各因子对第一性生产力大小
、

稳

定性和持续性的影响
,

生态原则 农业第一性生产力受农业自然环

艺 叭 一 ‘
·

‘、 、

和 的值均属于
, ,

值愈大

则质量愈高
,

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愈好 质量指数可

作五级划分 优
, ,

良
,
声 中

, ,

差
,

, 斗 劣
, ,

评价结果表示在图上
,

非常直观
,

分别作自然潜

力质量图
、

生态质量图和综合质量图
〔们 同时分析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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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评价今数及定 化

卷 期

参参 数数 量 化 方 法 及 说 明明

自自自 光照照
,  

然然然 温度度 二 嘴
】

生生生 水分分
,  ,

是自然生产潜力
,,

产产产 土壤壤 其计算式为 , 一 名
,

· ·
,

,

‘ ,
·

。, , 、
, ‘ 、、

潜潜潜 大气气 叱
、 。 分别是土壤

、

温度
、

水分有效系数和太阳总辐射
力力力力

。 , ·

月 , 各有效系数介于 。一 间 ,
其计算较繁

, 见文献
、

〔

生生生 光光 干干 二 一 ,

是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干旱出现频率率
态态态 热热 早早早

质质质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量量

,

土土 水土土 二 一 , ,
是按幅员面积计算的土壤侵蚀模数数

异异异异 流失失失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变变变变 径径 , 》
·

化化化化 流流 ” 亏 是年径流量的年际变差系数数
变变变变变 一 ,

。
,,

化化化化化化

植植植被条件件
,
》

二 弓 是森林覆盖率率
, ,,

地地地地 类类 二 ,

是中丘
、

低丘
、

级丘平坝
、

台地和平原占幅员面积的百百
貌貌貌貌 型型 分比比

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
件件件件 坡坡 二 ,

是坡度小于
。

的面积百分比
··

度度度度度度

人人人人 人均均 一

世竺吧
。是人均耕地面。。

口口口口 耕地地 ‘ , ‘叹 ‘
沪

八 ,
‘‘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力力力力 人均均 , 》 人人
土土土土地地 ” 弓 是人均土地面积积

, 人 ,,

污污污污 大大 二二 , 成 , 是大气污染综合指数
,,

染染染染 气气气 丝丝竺
,

, 一 了了丁瓦蕊
,

用
、、

状状状状状状
一

久 浓度及标准来计算
况况况况况况 , ,,

水水水水水 二二 , 是水体污染综合指数
,,

体体体体体体 一  , 计算方法同上
,

指标根据据
, 》 。, 实际而定定

上上上上上 二二 , 成 是土壤污染综合指数
,,

壤壤壤壤壤壤 一 , , , ‘ 计算同前
, 可选汞

、

铅
、

锡
。。。。。。, 等来评价 依实际而定

力质量
、

生态质量及综合质量的限制因素 这些可

作为农业规划
、

衣业环境保护治理的依据之一
三 参数选择与定量化

选择哪些环境因子作评价农业自然环境质量的

评价参数
,

依据各环境因子对第一性农业生产力作

甩的大小
、

方面而定 各参评因子的定量化方法见

表

自然生产潜力是农业第一性生产的基础
,

它通

过光
、

热
、

水
、

土 在自然状态下
,

大气一般没有明显

的差别
,

评价意义不大 来评定
,

这种自然潜力的研

究比较多 参考全国及四川省自然潜力的分布
,

把
”
以上定为优等 显然

,

把光热水土绿合

为对自然潜力的评价
,

比分别对光
、

热
、

水
、

土进行评

价要科学得多

影响自然生产潜力稳定性
、

持续性和可利用性

的环境因子
,

主要有五个方面 表 自然生产潜

力代表的是光热水土的平均质量状况
,

而光热水土

异常变化则反映了这种平均状况的稳定 性 与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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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之所以选表 中的三个参数来代表异常变化
,

是因为光
、

热的年际变化远小于水分
,

而千旱
、

径流

变化既体现了热 太阳辐射
、

水分的共同作用
,

又强

调了水的重要性 土壤肥力的年际波动极小
,

但土壤

非自然的侵蚀速率不得不考虑 土壤侵蚀速率的标

准是本底侵蚀 据计算
, , 耐

·

可作为亚

热带地区有无侵蚀过高的标准
,

参考土壤侵蚀强度

分级标准
,

用幂函数型式子来求水土流失的质最指

数
。

植被条件是生态质量的综合指示指标
,

它可以

反映整个生态系统状态优劣 生态学家
、

环境保护

者总希望森林覆盖率越高越好
,

但一个区域必须有

足够的耕地
、

城镇地
、

工矿交通地
、

水域等来满足区

域人口
、

经济的需求 因此
,

森林覆盖率应有一限

度
,

在人 口众多的地方尤其如此 整个重庆市的这

个限度为 引 左右
,

我们定 以上为优

地貌条件限制了自然潜力的可利用性
、

农业生

产的耕作条件等 中国多山地丘陵
,

四川盆地地形

破碎
,

地貌条件的标准不宜过高
,

故地貌类型的质量

以中丘以下的丘陵
、

平原
、

台地
、

平坝的百分比为准
,

坡度质量以缓坡及以下的坡度面积来评定
,

这样能

符合国倩
。

人本不是农业自然环境的组成因子
,

但由于人

的作用使得农业自然环境发生了极为深刻的 变化
,

植被
、

水土流失
、

污染等均与人有关
,

因此要把人 口

压力参数考虑进来 人均耕地也就是耕地人 口负担

密度
,

人均土地是人 口密度的倒数
,

此二参数能很好

地反映人口 压力状况

农业自然环境污染状况的评价比较困难 已有

豹环境污染资料绝大部分是工矿
、

城区的 在缺乏

资料的情况下
,

只好用县城
、

工矿区的资料来替代
,

至少可以部分地代表整个区域的污染状况 评价标

准要作适当选择
,
具体污染指标的确定也要据它是

否对农作物生产力及产量质量有害

四 权重分配

权量是参评因子对质量影响大小 贡献 的反

映
,

德尔非法及其各种改进方法
,

都试图通过多次主

观打分来反映客观的贡献
,

基于这样的前提 主观

评分从根本上是客观的重要性决定的
,

按统计规律
,

多次反复的结果就是对客观重要性的反映 然而
,

在各因子对综合质量的影响机制和程度没有弄清前

实际上多数问题属此类
,

否则就不用德氏方法了
,

无论如何权重不会很准确 另一方面
,

即便因子的

重要性客观上存在一定值
,

不同类型 知识
、

背景
、

兴

趣等 的人对其感知也不同
,

从而有不同的权重 因

此可以说
,

德尔非医及改进方法内含两次不确宁性
,

即因子客观重要性的不确定和对这种重要性认知的

不确定

我们在此徽沐用主成分分析来确定权重
「” 主

成分分析原本用于对多个变量进行压缩和对这类样

本进行分类
,

其结果之一是把所有变量综合成对少

数几个主成分的线性方程组
,

即

户二 二 , 二
…… 户

每个变量
二 , 二 ,

…
,

对第 主成分 , 影响

的大小由其系数
,

介
,
…

, 七。 决定
,

如果将这

些系数作归一化处理
,

即可得各变量对第 主成分

的贡献
,

也就是权重

二 , ,

共二
艺 ‘, ‘

取前几个主成分 如特征值累积百分率 这种

权重的平均值 按特征值百分率加权平均
,

可以作

为各变量的权重 这种方法至少从理论上说克服了

德氏方法的第二个不确定性缺点
,
因线性方程中的

系数是完全一定的
,

不因人而异 同时
,

在确定变量

间有相关性的权重分配时
,

比传统方法更优 值得

一提的是
,

对主成分的贡献是否代表对质量贡献的

大小
,

暂时还作不出完整的回答
,

但至少可以肯定
,

对反映质量的一组变量进行分析得到的主成分
,

一

定与质量有关
,

这从主成分同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可

以看出 对重庆市农业自然环境质量各级参评因子

的权重分配结果
,

与实际甚符合
,

在参评因子较少时

效果更佳 以重庆市为例的权重分配见表
,

其中

有些权重似乎不太与实际符合
,

实则其质量指数与

其他质量指数有相关性
,

具有相关性的两个变量不

表 重庆市农业自然环境质最参评因子权重分 配

第 一 级 第 二 级 第 三 级

水热土异常变化
。

干旱  !

水土流失 0
.
21

径流变化 0
.
62

植被状况 0 ·

2
7

生态质量 0
,

, 3 地貌条件 。
.
36

地貌类型 0
.
60

坡度 0
.40

人 口压力 0
.
08

人均耕地 0
.
25

人均土地 0
.
75

污染状况 0
.
22

大气

水体 ::::

自然潜力 。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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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里庆市农业自然环境质,

12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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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都取较高或较低的权重
.
表中没有土壤污染一

项
,

是因为缺乏资料
.

二
、

重庆市农业自然环境质盘评价

良

目
中

恤

限于资料
,

本文以县为基本评价单元
,

对重庆市

作农业自然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严格地说

,

评价单

元应再小些
,
因一个县内的差别很大

.
不过

,

重庆市

12 个县所在点的邻近指数显示
,

这 12 个点在空间

上呈均匀分布
,

它们可以较好地代表整个重庆市的

农业自然环境质量
.

评价结果见表 3和图 1
、

2
、

3

.

据评价
,

我们得

到一些认识: 其一
,

整个重庆市农业自然环境综合

质量只属中等
,

并非通常所言优越或比较优越
·

优

越的只是自然潜力质量
,

属良好
,

而生态质量仅属中

等
,

可见重庆市农业自然环境质量受生态质量制约

很大
.
其二

,

生态质量中以人 口压力
、

植被
、

干旱
、

水

土流失的质量分指数最低
,

平均只属羞
,

而其中人 口

图 2 重庆市农 业自然环境生态质量

卜卜

赫赫赫赫赫赫赫赫赫LLLLLLL}巨兰于于
护护奋‘‘‘

图 3 重庆市农业白然 环境综合质量

压力
、

植被
、

水土流失均与人

对农业自然环境质量的保护
复关

,

因

:提高
,

而

此必须强调人

不是产生负作

图 l 重庆市农业自然潜力质量

用
.
其三

,

污染对质量的作用须受到重视
,

特别是大

气污染质量指数 6
.
咯6 ,

不算理想
.
最后

,

本文的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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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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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卷 z 期 环 境 学

方法是可行的
,

不失为农业自然环境质量定量评价

的有效方法之一
,

当然其中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

讨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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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银废水中浮游动物的调查研究
*

陈 源 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

摘要 本文调查了无锡电影胶片厂含银废水中浮游甲壳类的季节变化情况
.
结果表明

,

种类和生物量大小与水
体中银浓度有一定关系

, 银浓度高时 , 种类数和生物量小;银浓度低时
, 则相反

.
主要优势种有多刺裸腹隆

、

长胧
秀体搔

、

台湾温剑水蚤
、

广布中剑水蚤
.
利用凤眼莲净化含银废水之后

,

水体中微型动物的种类
、

数量和生物量有

明显变化
.
种 类和生物量大小依次为: 凤眼莲根系> 凤眼莲 下水柱> 对照水体(未种凤眼莲).

关锐词 含银废水;浮游 动物 ;凤眼莲
.

据国外资料报道
,

5

.
l p p b 的银对水蚤有致死作

用
,

10 p p b 的银对细菌有致死作用
, 巧。p Pb 的银对

蠕虫有致死作用
〔, ’

.

然而在自然条件下含银废水中

银对水生生物 (尤其是浮游动物 )的种类组成以及生

物量等究竟有何影响? 在这方面却研究得很少
.
笔

者于 1988一 1989 年对无锡电影胶片厂几种含银水

体中浮游动物进行了季度调查和采样分析
.
目的是

探索浮游动物在含银废水中的生态学特征及其在净

化中的作用
,

并为银的环境质量标准(如渔业用水标

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图例

—污水流向

采样点

》< 桥
二二二 公路

C
尸~ - ~ -

. ,

‘11
1
几 二

迹宁气拼三

巨弓
_几-_一 _ E _几一

二二二里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含银废水中枝角类和挠足类季度调查

l, 8 8 年 7 月
、
1 0 月和 1959 年 2 月

、
4 月分别对

无锡电影胶片厂几种含不同银浓度的水体进行了季

度调查和采样
.
采样点的布设如下: I号 (氧化

沟);n 号(氧化塘); 川 号(废水人湖 口 )
.
各采样

点位置见图 1 ,

相应的理化特征见表 1
.

定量水样是 SL 水经 25 号浮游生物 网过滤
,

定

性水样是用 13 号浮游生物网捞取
.
水样用 斗% 的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进行枝角类
、

挠足类镜检
.
生

物量计算根据平均体长
,

按长
、

重关系式计算出动物

图 l 浮游动物采样点布设图

A .含银废水生化处理系统 B. 氧化沟
D

·

蓄水池 E. 太湖

1 .未处理的含银废水 2
一级沉淀池

4 .曝 气池 5
.
二级沉淀池

C
.
氧化塘

3
。

调节池

的平均重量
〔, , ”.

(二) 含银废水中人工放养凤眼莲后其根系 上

及水柱中微型动物调查

于 1989年 8月 27 日
,

在调节池中采得人工放

*
本文承戴全裕先生的指导

, 种类鉴定时得到张立先
生的帮助

,
工作中还得到尹宇

、

皮宇等同志的支持
,

谨此致谢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 果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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