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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梯田灌区特点与实际情况，选用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综合考虑自然、

社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因素，建立生态需水评价模型，对灌区 !### 年和 !##" 年的生态需水状况进行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生物丰度指数、径流系数、植被覆盖指数、干旱指数 = 个指标为影响生态需水的重要指

标，灌区 !##" 年的生态需水状况比 !### 年有所改善，与灌区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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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资源短缺，对生态需水的研究，尤其是灌

区生态需水问题的研究一直被高度关注，近年来不

同学者根据不同灌区特点对生态需水进行了探索研

究。本文以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梯田这一独特灌区为

研究对象，对灌区生态需水进行评价研究。

灌区生态需水是指维持一个灌区生态系统和谐

与稳定所必需消耗的水分，而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

灌区来说，生态需水是指为维护灌区生态环境不再

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分。

本研究从元阳哈尼梯田灌区的特点与实际情况

出发，以缓解灌区水资源矛盾、保护灌区生态环境为

目标，分别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灌区生态需水进行评

价，在分析灌区生态需水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

灌区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的评价模型，

并对其不同年份生态需水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为灌区

生态环境改善和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A 灌区基本情况

A 4A 自然地理

元阳哈尼梯田灌区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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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最高海拔 ! "## $，最低

海拔 %##$，年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

低气温 , +’&)，全年日照时数为 ! %%#’+ -，相对湿

度 "./。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地形条件的影响，立体

气候明显，! +## $ 以下为河谷区，常年无霜，雨量充

沛，蒸发量大，气候炎热；! +## 0 ! %## $ 之间为中低

山区，雨量较充沛，气候较温和；! %## $ 以上为中山

区，多雾多雨。灌区地势南高北低，沟谷纵横，属红

河南岸深切之中山坡地地貌，地形坡度变化不大，坡

度在 !. 0 *.1之间。

图 ! 灌区生态需水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 2" 水文水资源

灌区全年降雨量为 ! *3%’& $$。雨季为 . 0 !#
月，其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降雨年内分布

及空间分布不均匀。灌区最大蒸发量出现在 ( 0
. 月，最大月蒸发值在 !&#$$ 左右，最小月蒸发值一

般出现在 !! 月 0 次年 ! 月，在 &#$$ 以下。灌区属红

河南岸流域和藤条江上游流域，区内主要有者那河、

麻栗寨河、大瓦遮河及阿勐控河。灌区流域年平均径

流量可达 %!""%’*( 万 $*，水资源较为丰富，但河流位

于灌区内海拔 +##$ 处，可利用水资源量较小。

! 2# 社会经济

据 +##+ 年 元 阳 县 统 计 资 料，灌 区 总 人 口

%’*! 万，占 全 县 总 人 口 的 +#/，其 中 农 业 人 口

&’"! 万。财政总收入 *(& 万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

!(’./，财政支出 %..’.% 万 元。灌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3 万 -$+，灌区现有耕地面积 ! 万 -$+，其中水田

#’&(万 -$+，旱地 #’*% 万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 -$+。粮食总产 + !"& 万 45，人均有粮 +33 45。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花生、黄豆、甘蔗、蔬菜等。

! 2$ 生态环境

梯田的开垦，有效地阻止了当地的山体滑坡和

泥石流，层层梯田构成了一个个立体的水系，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决定了其特有的生物多样性。哈

尼梯田森林茂密、水源丰富，但由于传统的劳作方式

和人为毁林开荒种植，造成灌区内部分地区生态失

调、环境恶化，滑坡、泥石流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

生。目前灌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生态系统脆弱；

"森林覆盖率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整体效应减

弱；#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人畜饮用水

源枯竭。

" 评价模型

通过分析水资源系统常用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及

适用范围，本文为消除主观方法或客观方法单独使

用造成的不足，建立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

析法的生态需水评价模型，通过 67897: 计算软件

求解计算模型。层次分析法建模过程主要步骤有：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与单排序及一致

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建立评价模型与

评价值计算。数据包络分析法建模过程主要步骤

有：选择评价单元 ;6<，建立输入、输出评价指标体

系，数据包络模型的选择和相对有效性计算。

" 2! 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

通过分析灌区生态需水的影响因素，以自然因

素、社会因素、水资源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构成指标

体系。在评价计算时，针对实际情况选取 !" 个可操

作性较强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法模型的步骤确定

各指标权重及进行评价。为了说明灌区生态需水状

况和变化趋势，选取 +### 年和 +##. 年的数据资料，

对灌区生态需水满足程度及改善情况作出分析判

断。

" 2! 2! 构建递阶层次模型

根据层次分析法模型的原理及步骤，建立 ! 个

目标层，( 个准则层，!" 个指标层的递阶层次结构模

型，如图 !。

" 2! 2" 构造判断矩阵与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 相对生态需水评价值 ! 总目标层，对准则层

内指标 "! 0 "( 进行两两比较，得判断矩阵 ! 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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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单排序权值!!，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判断矩阵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相对准则层的自然因素来说，其内部各指标

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 1 %$）及相对重要性权

值 #! 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判断矩阵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相对准则层的社会因素来说，其内部各指标

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 1 %+）及相对重要性权

值 #! 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判断矩阵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相对准则层的水资源因素来说，其内部各指

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 1 %!#）及单排序权

值 #! 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判断矩阵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相对准则层的生态环境因素来说，其内部各

指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 1 %!*）及单排序

权值 #! 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判断矩阵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 ((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进行目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
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
% %&

总
$ ’&

总
% ’(’#/ / 0 ’(!，层次总排序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

综合以上结果，在总目标 . 下，指标 %! 1 %!*的

组合权重如表 ! 所示。

表 ’ . ) % 的组合权重

.
"! "" "# "$

’(’)#* ’(!+"& ’("+$$ ’($#+#

组合权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标的组合权重值即为指标权重，将指标权重

值进行排序（表 "），由表 " 可看出，指标权重处于前

& 位的依次为生物丰度指数、径流系数、植被覆盖指

数、地均水资源量、干旱指数；指标权重处于后 & 位

的依次为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蒸发量、人口自然增

长率、234 年增长率、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 评价模型与评价值计算分析

&*’*+*’ 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选取灌区 "’’’ 年和 "’’& 年数据，对生态需水

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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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指标权重值与排序

指标层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水资源因素 生态环境因素

年平均

降水量

年平均

蒸发量

年径

流量

地均

水量

人口自然

增长率
!"#年

增长率

单位 !"#
水耗

灌溉率

人均

生活

用水量

多年平均

水资源

总量

人均水

资源量

地均水

资源量

径流

系数

植被

覆盖

指数

退化土地

恢复

治理率

生物

丰度

指数

水土

流失率

干旱

指数

权重值 $%$$&’ $%$$(’ $%$))( $%$*&+ $%$,)* $%$)$- $%$($+ $%$*-) $%$++) $%$),+ $%$+$$ $%$’*( $%,*.) $%$.)+ $%$*,- $%,(*$ $%$&.. $%$()+
排序 ,’ ,( ,* ,$ ,& ,+ & ,, ’ ,- . - ) * ,) , ( +

表 " 灌区生态需水不同年指标值及无量纲化值

类别

年平均

降水量 /
00

年平均

蒸发量 /
00

年径

流量 /
万 0*

地均

水量 /
（万 0*·
102 )）

人口

自然

增长

率 / 3

!"#年

增长

率 / 3

单位 !"#
水耗 /

（0*·万元 2 ,）

灌溉

率 / 3

生活

用水量 /
（0*·人 2 ,）

多年平均

水资源

总量 /
万 0*

人均水

资源量 /
0*

地均

水资源量 /
（0*·402 )）

径流

系数

植被覆

盖指数

退化土

地恢复

治理

率 / 3

生物

丰度

指数

水土

流失

率 / 3

干旱

指数

)$$$ 年

指标值
,*’. ,-.) *-$.$%(& .(%’’ $%’ .%& *)%*& &,%, +$ -,$--%&- +&*’ -$.*+ $%+’+* $%*+,- *,%) $%+)+( )&%) $%.*,$

无量

纲化值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指标值
,-$(%( ,+-$%, *.*+-%,) .(%’’ $%(-- ,) *$%++ &-%, ++ -,$--%&- +-., -$.*+ $%&&&( $%*+,- **%’ $%+)$* )*%$ $%.,-$

无量

纲化值
,%$$&( ,%$,+. ,%$(,( , $%$.&- ,%,,,, $%.(,) ,%$)-$ ,%$-(& , $%.’&’ , ,%$&+$ , ,%$- $%..-’ $%.*+ $%..$’

!#$#%#! 灌区生态需水评价模型与评价 值 计 算

分析

采用以下线性模型作为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准

则层 - 个指标的评价值及目标层的综合评价值：

&’ 自然因素评价值为 !, " !
-

# " ,
$, #%, #；

(’ 社会因素评价值为 !) " !
+

# " ,
$) #%) #；

)’ 水资源因素评价值为 !* " !
-

# " ,
$* #%* #；

*’ 生态环境因素评价值为 !- " !
+

# " ,
$- #%- #；

+’ 灌区生态需水综合评价值为 ! " !
-

# " ,
$#!#。

式中：$, #、%, #，$) #、%) #，$* #、%* #，$- #、%- #分别为自

然因素、社会因素、水资源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各项

指标的权重和各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以上评价值计算结果见表 -。

表 % 评价值统计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灌区 )$$+ 年的生态需水综合

评价值 ! 比 )$$$ 年大，说明 )$$+ 年的生态需水状

况比 )$$$ 年有所改善，其中 )$$+ 年的自然状况、社

会经济状况、水资源状况、生态环境状况与 )$$$ 年

相比均有变化，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状况变化相对

明显，说明灌区各方面得到了改善，从而使生态需水

得到改善。

同时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年和 )$$+ 年均

有 !- 5 !* 5 !) 5 !,，即生态环境因素评价值大于

水资源因素评价值大于社会因素评价值大于自然因

素评价值，说明灌区的生态需水状况主要受生态环

境因素影响，其次是水资源因素，再次是社会因素，

影响最小的是自然因素。反映生态环境方面且权重

较大的指标有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干旱指

数，反映水资源状况且权重较大的指标有径流系数，

因此应从植被建设和水资源保护利用等方面来进

行，以改善灌区生态环境状况和水资源状况。

! 6! 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模型［,!)，-!&］

! 6! 6$ 选择评价对象 "78
根据评价对象 "78 的选取原则，选取灌区 )$$$

年及 )$$+ 年生态需水状况为不同评价单元进行相

对有效性评价。

! 6! 6! 建立输入输出指标体系

仍然选取同样的 ,’ 个指标，并按照建立输入输

出指标的原则，分为输入型指标和输出型指标，如表

+ 所示。

! 6! 6" 确定指标权重

将表 + 中输入输出指标的数据值代入 %)& 模

型的线性规划模型进行计算。经过模型运算得到各

指标权重值，见表 &，并进行排序。由计算得的权重

值可知，输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依次为：径流系数、

干旱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 !"# 水耗、退化土

地恢复治理率、灌溉率、地均水量、年蒸发量和年降

水量、年径流量和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输出指标的

相对重要性依次为：植被覆盖指数、生物丰度指数、

!"# 年增长率、水土流失率、人均生活用水量、地均

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从总体上看，植被覆盖指

数、生物丰度指数、径流系数、干旱指数、!"# 年增长

·)+·



表 ! 输入输出指标及指标值

年份

输入指标 输出指标

年平均

降水量 !
""

年平均

蒸发量 !
""

年径

流量 !
万 "#

地均

水量 !
（万 "#·
$"% &）

人口自

然增长

率 ! ’

单位 ()*
水耗 !

（"#·
万元 % +）

灌溉

率 ! ’

多年平

均水资

源总量 !
万 "#

径流

系数

退化土

地恢复

治理

率 ! ’

干旱

指数

()*年

增长率 !
’

人均生活

用水量 !
"#

人均水

资源量 !
"#

地均水

资源量 !
（"#·,"% &）

植被

覆盖

指数

生物

丰度

指数

水土

流失

率 ! ’

&--- +#./ +0/& #0-/-123 /21.. -1. #&1#3 3+1+ 0+-00130 -14.4# #+1& -1/#+- /13 4- 43#. 0-/#4 -1#4+0 -14&42 &31&
&--4 +0-212 +40-1+ #/#401+& /21.. -1200 #-144 301+ 0+-00130 -13332 ##1. -1/+0- +& 44 40/+ 0-/#4 -1#4+0 -14&-# &#1-

表 " 输入输出指标权重及排序

指标

输入指标 输出指标

年平均

降水量

年平均

蒸发量

年径

流量

地均

水量

人口自

然增长

率

单位 ()*
水耗

灌溉

率

多年平

均水资

源总量

径流

系数

退化土

地恢复

治理率

干旱

指数
()*年

增长率

生活

用水量

水资

源量

地均水

资源量

植被

覆盖

指数

生物

丰度

指数

水土

流失

率

&--- 年 -1---+ -1---+ -1---- -1--++ -1--+++ -1--#0 -1--+# -1---- -1+0/+ -1--&0 -1-224 -1-&&/ -1--#3 -1---- -1---- -1.3+- -143// -1--/4
排序 +# +# +0 +& -1-+++ / +- +# # +- 0 4 . +# +# + & 2

&--4 年 -1---+ -1---+ -1---- -1--++ -1--.3 -1---- -1--+2 -1--&3 -1+-&& -1--#+ -1-3#/ -1-&-4 -1--43 -1---# -1---4 -120+3 -10/4+ -1-++.
排序 +4 +4 +3 +& 2 +3 ++ +- # / 0 4 . +0 +# + & 3

率这 4 个指标的权重排序处于前 4 位，说明这 4 个

指标是影响灌区生态需水的重要指标。而年径流

量、年平均降雨量、年平均蒸发量、人均水资源量、多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等 4 个指标的权重排序处于后 4
位，说明对灌区生态需水影响相对较小。

# 5# 5$ 确定相对效率值

根据 !&" 模型计算得灌区 &--- 年和 &--4 年的

相对效率值为：#+ 6 +1----，#& 6 +1--- -。为了确认

&--- 年和 &--4 年的有效性，需利用 !&" 模型中线

性规划的对偶规划模型 进 行 检 验。将 &--- 年 和

&--4 年的输入指标值和输出指标值代入对偶规划

模型运算，检验上述 & 个评价对象的相对有效性，其

结果列于表 2。

表 % 相对有效性检验结果

项目 &--- 年 &--4 年

!! +1---- +1----

$! %

-1-+.3 -1----
-1-+/& -1----
-1#&#0 -1----
-1--+0 -1----
-1---+ -1----
-1---4 -1----
-1---. -1----
-14343 -1----
-1---- -1----
-1---0 -1----
-1---- -1----

$! 7

-1--+4 -1----
-1--42 -1----
-104-3 -1----
-1&#.# -1----
-1---- -1----
-1---- -1----
-1--+0 -1----

由表 2 可以看出，&--4 年对应的最优解!!+ 6 +

且 $! % 6 -，$! 7 6 -，&--- 年对应的最优解!!& 6 +，

但 $! %"- 且 $! 7"-。&--4 年的相对效率值是有

效的，&--- 年的相对效率值是弱有效的。因此，&--4
年灌区的生态需水满足程度比 &--- 年要高，说明

&--4 年灌区的生态需水状况比 &--- 年有所改善。

& 评价结果比较分析

将灌区生态需水指标值分别带入层次分析法模

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模型进行计算，由层次分析法

评价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处于前 4 位的指标为生物

丰度指数、径流系数、植被覆盖指数、地均水资源量、

干旱指数；由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模型计算结果显

示，处于前 4 位的指标是植被覆盖指数、生物丰度指

数、径流系数、干旱指数、()* 年增长率。由前一种

方法确定的权重主要反映决策者主观对指标重要程

度的认识，而后一种方法确定的权重主要基于指标

的客观数据，因此通过以上两个模型确定权重，可以

补充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造成的误差。选取在两种方

法中都处于前 4 位的指标即生物丰度指数、径流系

数、植被覆盖指数、干旱指数 0 个指标作为影响灌区

生态需水的重要指标。

由以上 0 个重要指标可看出生态环境因素和水

资源因素是影响灌区生态需水的重要因素。因此在

灌区的管理建设方面应注重生态环境方面的改善与

保护，以及水资源方面的规划管理与合理利用，应加

强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率及水资源保护利用。

两种评价模型结果还显示，灌区 &--4 年的生态

需水状况比 &--- 年有所改善，说明随着对生态环境

的重视，对灌区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利用

方面的对策措施是合理有效的，改善了灌区生态环

境状况和水资源状况。 （下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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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吸附效果十分显著，!" 值在 # $ % 时对 &’( ) 的

吸附去除效果最好。其他因素如反应时间、温度、藻

粉加入量等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吸附效果。

!" 用 *+’,-./0 吸 附 等 温 方 程 对 小 球 藻 吸 附

&’( ) 的行为进行热力学分析表明，小球藻对锌的吸

附行为与 *+’,-./0 等温式有较好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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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1L：ML#!%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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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韶，尹华，彭辉，等 2重金属的生物吸附研究进展［3］2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441，15（6）：64!6(2
［M］陈春云，庄源益，刘斐，等 2染料在干污泥上的吸附平衡

和动力学［3］2安全与环境学报，(446，6（6）：5M!#42
［%］8;PT &2 =/>F>0!?/>’ >D 0@+A?/E@ GI@F HI G0/@G +A?/E+?@G FC.G,@：

@Y./C/H0/.- +’G Z/’@?/A ->G@C/’,［3］2 =/>AB@- N’,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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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 在水平方向，两断面水库水体的高锰酸盐指

数和总氮浓度无明显差异。

%" 在垂直方向，靠近库岸水体的高锰酸盐指数

浓度无明显差异，而库中高锰酸盐指数浓度随着水

深的加大逐渐变小；总氮浓度在两断面均是中层水

大于表层水和深层水；随着水深的加大 \V 浓度明

显降低。

&" 根据土壤浸出实验结果及计算，该水库库区

土壤中主要污染物浸出量分别为总氮 5[]L# , ^ -(、

总磷 4]#4 , ^ -(、高锰酸盐指数 (#][6 , ^ -(。

!" 水库库区土壤养分在蓄水初期对水库水质

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淹没区以林地（非经济林）为主，

故对水质影响不是很大。随着水库的正常运行，水

体的不断交换，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减弱并达到新的

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张晟，刘景红，张全宁 2 三峡水库成库初期氮、磷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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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鱼，邓风君，李兴春，等 2 青龙山水库土壤养分溶出对

水质的影响［3］2水资源保护，(444（1）：1[!(42
［6］劳家柱 2 土壤农化分析手册［7］2 北京：农业出版社，

1L[[：(45!(162
［5］杨钢 2 三峡库区受淹土壤污染物释放量的试验研究［3］2

水土保持学报，(445，1[（1）：111!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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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根据灌区特点与实际情况，选用层次分

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综合考虑自然、社会、水资

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因素，选取 1[ 个评价指标，分别

建立生态需水评价模型，模型评价结果显示生物丰

度指数、径流系数、植被覆盖指数、干旱指数 5 个指

标为影响生态需水的重要指标，生态环境因素和水

资源因素是影响灌区生态需水的重要因素，灌区

(44# 年的生态需水状况比 (444 年有所改善，与灌区

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说明本文建立的评价模型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在以上评价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哈尼

梯田灌区的复杂性，而人们对灌区认识的局限性，对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还需完善和更具针对性，特别

是灌区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对灌区生态需水的

评价也应是动态的；另外层次分析法虽是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但主要还是一种主观评价方

法，评价结果难免带有主观因素，数据包络分析法虽

是一种客观定量的方法，但由于基础数据获取方面的

原因，及模型计算的简化，对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可能会有影响，因此对灌区生态需水的评价方

法、评价模型、评价内容，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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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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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美娟，陈国宏 2 数据包络分析法（\N8）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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