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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环境质量的物元分析评价
’

李柞泳

成都气象学院大气电子工程系
,

成都

摘要 为了探索物元分析方法用于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评价的可能性
,

通过计算城市环境对各评价等级的综合关

联度
,

进行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

用物元分析法对四川省 个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它用于城市

综合环境质量评价是可行的
。

关锐词 物元分析
,

关联函数
,

环境质量评价
。

国内有人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或二级灰

色聚类法进行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

。

这

种方法需要设计众多的隶属 函数或白化函数
,

当评价因素或评价等级数 目较多时
,

计算量大
。

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

其各单项因素评价结

果往往是互不相容的
。

我国学者蔡文 年代初

提出的物元分析为处理不相容问题开辟了新途

径  
。

因此
,

可将物元分析法用于城市综合环境

质量评价
。

一 么 , ,

 !
,

则经典域对象物元矩阵表示介为

乌
,

乌
,

‘

吞

认 ‘
,

显然
,

 仁勒 二
, ,

⋯
, ,

久

, , 二 ,

物元分析和物元分析评价  

维物元和物元矩阵

物元分析可用来处理在某些条件下
,

用通

常方法无法处理的不相容间题的一种分析方法
。

若对象 需用 个特征
, ,

⋯众 及其相应

量值
, , ,

⋯
,

描述时
,

它可用 维物元矩阵
。

一一为一不表

,

节域物元矩阵和经典域物元矩阵

若对象 为由标准事物加上可转化为标准

事物所组成的节域对象
。

而
户,
一

,

, 表

示节域对象关于特征 的量值范围
。

则节域对

象的物元矩阵表示为
, ,

户 ,

关联函数及评价标准

关联函数表示物元的量值取为实轴上一点

时
,

物元符合要求的取值范围程度
。

它定义为
。

气 ,

一 气 , 少

式中
,

, 。, 一 。一

音
, 一音

,一 , 幻

它为一点
。

到区间 一
,

习的距离
。

因为关联

函数 的数值表示被评价的对象对某级标

准对象的取值范围的隶属程度
。

因此
,

可以根

据 的不同取值范围作评价标准
,

见表
。

物元分析应用于城市综合环境质 评价实例

该方法用于文献【」中的四川省 个城市

的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

城市各项环境因子监测

值如表 所示
。

为了使该方法的评价结果能与

文献 〕用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相比较
,

各评价因

子的分级标准取值与文献 的标准取值相同
,

即以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为依据
,

结合四川环

扣 ,
扣

若对象 只是标准对象
,

其特征的量值范围为

, 四川省应用基础研究专项基金项 目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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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评价标准

一 一

表示评价对象符合标准对象的要求
,

其值大小表示符合要求的程度

表示评价对象不符合标准对象的要求
,

但具有转化为标准对象的条件
。

表示评价对象不符合标准对象的要求
,

且不具有转化为标准对象的条件
。

境现状
,

作了适量调整
。

因为生产生活环境质

量的 项评价因子的数值愈大
,

环境质量愈好
,

这与其它项评价因子恰好相反
。

因此
,

为了与

其它项评价因子相一致
,

这 项评价因子采用

其各级标准的倒数值作为评价标准
。

各评价因

子的分极标准和选定的最高允许量如表 所示
。

农 四川省 ‘个主要城市环境因子监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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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城市综合环境的节域物元矩阵和经典域物

元矩阵的建立

令 M
:
{城市环境 }

,

M

‘:

{
i 级环境 }

,

i = 1

,

2

,

⋯
,

5

。

以 Qj (j一 1
,

2
,

⋯
,

2 2 ) 分别代表表 3

中的 12 个评价因子
。

节域物元矩阵的 Q
,
取值

范围x、一 < 外
, ,

b
力
> 应为 xPj一 < o

,

评价因子 j

的最高允许量>
。

而综合环境经典域物元矩 阵

的 Q
,

取值范围 xij 一 (a。
,

阮
,

) 应为 x
‘,
一 < o

,

各

因子的 i级标准值>
。

i ~ 1

,

2

,

一
,

5

。

2

.

2 计算各评价因子的权重

采用下述指数超标法计算公式计算 i级标

准中各评价因子的权重
。

刃(j) = Q (j)/万(j
,

i )

,

j = 1

,

z

,

⋯
,

n
( 3

)

式中
,

Q
(

j) 为 j 因子监测值的平均值
,

万(j
,

t’) 为

j因子标准值的平均值
,

其归一化权值见表 4
。

2

.

3 每个城市环境对各评价等级的综合关联度

表 4

三废排放量

墓于指数超标法计算的各因子归一化权值

污染负荷量 污染状况 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项 目
废水 废气 废渣

居发区

白天噪声

W (j) 0.022 0.025 0
.
203 0. 10 8 0.0 85 0

. 058

1/人均 1/ 人均 l/ 人均

耕地面积 居住面积 绿化面积

0
.
086 0 .06 7 0

.095

根据表 2 中各城市的因子监测值
,

按公式

(1) 公式 (2) 和加权公式(公式 4)

K
‘
(
x

) - 戈w
(、)、,

(
x

,

)

}

之

z一 z \ ]

一 1
,

2

,

⋯5
,

= 1

,

2

, ·

。 1 2

( 4 )

计算各城市综合环境对各评价等级的综合关联

度 K
‘

(x
)

,

如表 5 所示
。

按表 1 的评价标准
,

四

川省 16 个城市综合环境质量的物元分析评价结

果见表 5
。

表 5 各级的关联函数值及评价结果

城市名 K I(x ) K Z(x ) K 3(x ) K 一
( x ) K

S
( x )

物元分析法

评价结果

E P 法

评价结果

模糊法

排序结果

重庆

成都

自贡

攀枝花

沪州

德阳

内江

乐 山

绵阳

万县

涪陵

宜宾

南充

达县

雅安

西昌

一0
.
8 9 0 6

一0
.
6 9 7 9

一 0
.
4 0 5 2

一 6
.
0 2 1 1

一 0
.
4 7 9 3

一0
.
2 9 3 5

一0
.
4 9 6 8

一 0
.
4 6 6 5

一 0
.
3 8 0 4

一 0
.
3 6 7 9

一 0
.
3 9 1 0

一 0
.
4 0 6 4

一 0
.
3 6 1 4

一 0
.
3 6 8 7

一 0
.
3 7 4 0

一0
.
3 3 2 3

一0
.
8 6 95

一0
.
6 72 3

一0
.
37 5 0

一 6
.
0 4 4 1

一0
.
4 5 2 4

一0
。

1 1 5 1

一0
。

4
7 1 5

一0
.
4 4 0 2

一 0
.
3 0 1 6

一 0
.
3 3 3 8

一 0
.
3 0 8 7

一 0
.
3 7 8 9

一 0
.
3 2 4 0

一 0
.
3 3 6 9

一 0
.
2 5 6 0

一 0
.
2 3 5 6

一0
.
8 38 7

一0
.
6 0 0 5

一 0
.
2 8 2 7

一 6 1 4 9 2

一0
.
3 8 9 3

0
.
0 4 8 5

一0
.
4 1 9 9

一 0
.
3 7 0 6

一 0
.
1 1 2 4

一 0
.
2 3 6 9

一 0
.
1 8 3 8

一 0 3 1 1 8

一 0
.
2 1 18

一 0
.
2 4 74

一 0
.
0 1 10

0
。

0 9 4 1

一0
.
8 2 0 1

一0
.
4 5 7 8

一0
.
0 9 9 6

一 7
.
0 1 3 9

一 0
.
1 6 8 2

0
.
0 7 1 2

一 0
.
2 9 4 8

一 0
.
2 3 2 6

0
.
0 8 6 6

0
.
0 4 5 6

一0
.
0 2 55

一0
.
1 6 75

0
.
0 2 2 3

一 0
.
0 4 8 3

0
.
16 19

0
.
15 2 7

一 0
.
8 5 6 0

一 0
.
4 3 6 9

0
.
20 2 2

一 9
.
14 8 3

0
.
0 2 4 1

0
.
11 8 9

一0
.
0 7 4 5

0
.
0 2 4 6

0
.
2 3 3 8

0
.
2 0 4 7

0
.
1 2 5 9

0
.
0 9 1 8

0
.
1 3 4 0

0
.
1 2 8 1

0
.
1 7 6 5

0
.
2 3 2 0

5 +

5 + ::

: :

:

十

: :

3 比较

表 5 中亦列 出分别用 B
一

P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41 对上述 16

质量评价和排序结果
。

可以看出用物元分析法

和 B
一

P 法对 16 个城市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

除绵

人工神经 网络法 阳和涪陵各相差 1 级外
,

其余 14 个城市评价

个城市综合环境 (下转第 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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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社会折现率会使更多的资源得到保护或保持
,

这显

然对资源环境有利
。

另一方面
,

从直接利用资源的角度

看
,

如果社会折现率越高
,

将会使耗竭性资源消耗速度

越快
、

可更新资源的存量也将越小
,

这显然对以后各世

代人的资源环境不利
。

于是
,

将出现这样一种两难困

境
,

即高的社会折现率既对资源环境基础有利且同时又

不利的矛盾状况出现
,

我们称这一两难困境为
“

社会折

现率资源环境两难困境
” 。

“

社会折现率资源环境两难困境
”

表明
,

社会折现率

不足以充分分析资源环境保护和利用问题
,

更不足以处

理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性问题
.

如果对性质不同的投资项 目采取不同的社会折现

率(即对环境项目采取相对较低的社会折现率
,

而对非

环境项目采取相对较高的社会折现率)
,

那么也会出现

新的间题
,

即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

一是不同社会折现率

的选取问题
,

即如何针对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社会折

现率; 二是项目性质的界定或划分的困难性
,

即如何确

定哪些项 目属于环境项目
,

哪些项目属于非环境项目
。

保护和有效利用及代际公平性间题
。

首先
,

应改进目前的
“

社会折现
”

的评价方法
,

或建

立更好的社会折现技术
。

其次
,

可以寻求其它途径或建立其它模式对资源环

境进行评价
,

尤其是成本和效益评价技术
.

再次
,

在任何行为中都应该按照持续发展原则
,

综

合考虑资源环境问题
。

最后
,

应强调从资源持续利用的角度
,

来体现世代

间的公平性
,

尤其是在处理环境风险大
、

不可逆性强
、

比较敏感或脆弱的生态系统时更需要谨懊
。

今 考 文 献

4 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
,

社会折现率不足以充分诱导资源环

境的保护和利用
,

困此需要从多方面来分析资源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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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完全一致
。

若将模糊综合评判法对 16 个城

市评价排序数按下面对应关系划分为三级
:

排序数 1一3 4一 6 7一15

相应等级 3 级 4 级 5级

则 只有序数为 2( 绵阳 )
、

5( 涪陵)和 9( 万县)对

应的等级与物元分析法评价结果相应的等级不

一致
。

因此
,

物元分析法可用于城市综合环境

质量评价
。

4 结论

物元分析法用于环境质量评价有以下特点
:

(1) 物元分析根据综合关联度数值范围对

环境质量作出评价
,

结果清晰
,

判断准确
。

( 2) 关联函数 K (x )的设计形式固定
,

并且

只是简单的四则运算
,

计算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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