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总 � �  �

·

环 境

情况
�

三
、

根据表 �
、

� 计算结果
,

也使我们看到
,

利用统计数学模式评价水质 质 量 还 存 在 问

题
,

并需进一步研究
�

从表 � 看出
,

时 的数值

一般在有一项污染参数分指数达到 �
�

, 时
,

已

经达到 �
�

�� 以上了 �从表 斗计算结果看出
,

当

有一项污染参数分指数 �
�

� � �� � � 时
,

时

已经在 �
�

�� 一 �
�

�� 之间了
�

这与熊广政和裘

小松提出的理论值差距较大
�

而一般情况应

该是当各项污染参数分指数中有一项达到 �

时
, 即浓度值达到地面水标准的情况

,

时 也

应在最大允许值 � 务左右才符合实际 情况
�

显然表 � 、 � 计算出的 时 值是不符合水质质

量实际状况的
�

分析其原因
,

可能是对各种

科 学 � 卷 , 期

污染参数给予均权处理所造成的
�

但是
,

要对各污染参数进行合理的加权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由于缺乏对各种污

染物和多种污染物联合作用的毒理 学 试 验
,

对污染物间的领顽
,

加成和协同作用不清
, 至

今没有一个统一的
,

有科学依据的加权原则
�

因此
,

在国内外的环境质量评价中
,

不少是采

用均权的
,

有的则根据专家判断或征询方法
,

有的采用主观判断与调查统计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

有的根据水质的不同用途所 占比重加权
,

有的专家则分基本参数和补充参数分别给予

不同的权重
�

总之
,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
�

本文仅对此提出问题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的 讨 论

徐 淑 碧

小 松

数答裘系兼权一

�山 东 大 学 电 子 系�

� � � � 年
,

作者等提出了环境质量综合评

价的统计模式
�

近来
,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

徐淑碧同志把这种统计模式应用 于 水 质 评

价
,

并以嘉陵江的水质污染为例
,

采用实际监

测数据来进行分析与讨论
�

从而不但开拓了

统计模式的应用新范畴 � 而且使理论与实践

得以紧密地相结合
�

统计模式也因此受到实

践的检验
�

检验的结果认为
,

统计模式基本上能用

于水质污染的评价
,

它比其它模式能更合理

地反映水质污染的客观实际状况
�

但同时徐

淑碧发现 时 的计算结果普遍地比较大
�

从

她的文章中的表 � 可以看出
,

时 常在 �
�

�� 一

。
�

�� 之间
,

亦即都超出作为 最 大 允许值 的

。
�

� ,
�

究其原因
,

徐椒碧认为
“

可能是对各种

污染参数给予均权处理所造成的
”

�

统计模式是由非均权处理的模式演变过

来的
�

因此
,

确认非均权处理是应用统计模

式的前提
�

当然均等权系数的情形可以作为

特殊情况来考虑
,

但是由于统计模式赋予权

系数以概率的意义
,

所以如下面附图 � 所示
,

均等加权的情况相当于把污染分 指数 �� 看

作随机变量时的一种均匀分布
�

这非但不符

合实际情况
,

而且失却了方差 时 作为评价指

。‘, 一

告
, ,

上��侧栩锌崔

� � � 卜� � � � � � , 甲, � �
一 ‘一一� 匕一

�

一
� �

二一一
�一�一�

� �
‘
一 � �

‘
�
、� 注

图 � 均匀分布



� 卷 � 期

、、�

�
‘

��
�

夕�

图 � 正态分布

标的全部意义 � 因为只要确定 尸, 可能取值

的范围
,

即 �‘ 一 � 镇 尸, � � , 十 � ,

时始终

都是
一

� � �。

恒定的 � 值给出恒定的方差
�

�

图 � 是正态分布
,

用方差时可以表征 �� 取值

的离散程度
�

时愈大
,

离散的程度愈大
,

这使

综合评价中某些污染分指数 乃 愈有取很 大

数值的可能性
�

这样也就可以表征有时平均

值 夕, 不很大
,

而其 中有个别污染分指数严重

超标的状况
�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虽然 � ,
不

大
,

但时很大�如 时 》 �
�

�� �时
,

环境也是受

到严重污染的
�

顺便提一下
,

因为正态分布

是以平均值 口, 为轴线的对称分布
,

如图 � 所

示
,

它有可能使 已 取负值
�

这却是不可能

的
�

因此正态分布其实是一种近似的描述
,

较为恰当的似乎应考虑瑞利 �� �� �� � � � 分

布
,

它不允许 �� 取负值
�

科 学
,

�总 � �  � ‘�
,

因此
,

我们必须用加权的方法来处理数

据
�

但是权系数如何确定是 当前环境科学研

究工作者讨论得比较热烈
,

也是较难解决的

一个问题
�

目前国外有专家征询
,

主观判断以

及调查研究等方法
�

当然这些方法难免含有

人们的主观臆断的因素
�

作者认为最好能根

据权系数的概率意义来寻求可以通过监测来

获得的客观方法
。

现在我们还没有获得这种

方法
,

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
,

只好暂且使用能

与实际较符合的主观判断方法
�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曾经在嘉陵江的各个

断面上监测了以下八个 污 染 参数 � � � �
�、

� � �
、

酚
、

氰
、

六价铬
、

汞
、

砷和大肠杆菌
�

作

者查阅了已发表的有关文献
,

没有找到立即

可用的上述污染参数的权系数
,

因此提出一

种拟合方法来作权系数的估值
�

我们假定正

态分布是一种合理的近似描述
�

于是根据已

经获得的大量监测数据
,

使污染参数的权系

数 �有概率意义�尽量拟合得像一种正态型分

布
�

如图 � 所示
,

我们要在平均值附近的污

染参数加很重的权
,

对很小与很大污染分指

数则加较轻的权
,

拟合方法当然也是主观判

断的方法
,

但是它在诸如系统控制
、

信息检

测等综合性的科学研究 中已有相当满意的应

用
,

因此倘能与污染物的毒理作用等分析研

究联系起来
,

作者相信它在环境质量的评价

中也是适用的
�

侧栩铃崔

河 水 污 染 的 评 价

裘 小 松 徐 淑 碧
�山东大 学电子系�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我们已经探讨过利用统计模式来评价江

河水质的污染状况
�

讨论的结果认为统计模

式对水质污染的评价是适用的
,

但是应当注

意统计模式要求对各污染参数加合适的权系

数
�

直到 目前为止
,

我们尚未找到权系数的

客观估值方法
,

于是采用在许多综合性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