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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的营造及其人为管理对当地环境产生的影响% 在实地监测和调查分析的基础

上%运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灰色关联优势分析复合模型%对渭北旱塬 $ 种主要类型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以苹果#农

作物间作为主的 C" 型和以花椒#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C$ 型(的环境效应进行了评价与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土壤)径流水

体)农副产品环境污染状况%C")C$ 均为!级’当前社会经济效益 C"""级(高于 C$"#级(’生态环境效应 C$""级(优于 C"

"#级(’综合环境效应 C")C$ 均为!级& 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优势分析进一步区分 C")C$ 综合环境效应的优劣%C")

C$ 与理想状况参考数列的关联度分别为 ’>%%+ ’)’>%%+ !%C$ 的综合环境效应优于 C"& 从综合环境效应和生态可持续发

展来看%以花椒#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C$ 型优于以苹果.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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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塬位于黄土高原南部!包括陕西省的咸阳

市"渭南北部"延安南部和铜川市的部分塬区!总面积

" 万余 #$%! 海拔 &’’#( )’’ $! 年降雨量 !!’#*+’
$$!冬季和春季干旱多风!水土流失严重!是我国典

型的生态脆弱区# 针对该地区独特的地形及气候特

点!当地农业以农林间作为主$ 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

统在保持水土% 抵御害风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但其营造在对当地恶劣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

影响的同时!农药"化肥的施用等可能会对当地环境

造成污染!并降低农产品的质量,!"*/$ 为研究农林复合

经营系统的营造对当地环境产生的综合影响以及不

同类型复合经营系统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程度!本文在

实地监测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渭北旱塬主要类型

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的环境效应分别进行了评价

与对比研究$

-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0-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咸阳市淳化县泥河沟流域!地处东经

-’)$-)%&-’)$!’%!北纬 ".$."%&"!$’"%!为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区$当地主要农林复合

经营生态系统类型为以苹果1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2-

型和以花椒1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2% 型$ 本文选取 2-"
2% 型中能代表整体状况的样地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

评价与对比研究$2- 型代表样地位于淳化县大店乡地

母庄村西南!面积为 -""0"" 3$%!其中苹果1农作物间

作地占总面积的 4’0" 5 6花椒1农作物间作地占 (+0&
7 8 其他占地 -)0) 5&2% 型代表样地位于地母庄村西

北!面积 4’ 3$%!其中花椒1农作物间作地占 *)0"5!
苹果1农作物间作地占 -’5!其他占地 %-045$ 2-%2%%
地内间作农作物主要为小麦和玉米! 种植模式为9苹
果’冬种小麦’夏种玉米!花椒’冬种小麦’夏种玉米$
% 样地植被覆盖度%土壤质地%人为管理水平等均相

当$
-0% 评价指标体系

人工生态系统的经营目的是追求持续的最大的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维持良好的环境

质量 ,4%)/!根据这一原则并针对当地水土流失严重%自

然环境恶劣%工商业不发达的实际情况!以及农药%化

肥的施用可能对环境产生的污染!构建了农林复合经

营生态系统综合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 中评

价指标体系部分$ 其中!化肥残留指标主要是硝酸盐

累积!农药残留情况经检测发现残留较严重的是有机

氯类农药和有机磷类农药中的对硫磷!其余当地施用

的农药未见残留或者残留量甚微!远小于国家标准规

定的农药残留限量!因此本文未将其考虑在内$ 该指

标体系的评价因子从结构上又分为准则层%约束层和

指标层 " 个层次!由环境污染状况指标%农副产品污

染状况指标%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生态环境效应指标

. 部分共 "" 项指标构成$
-0" 评价标准

各环境要素的评价标准! 我国已有明文规定的!
则依据现有质量标准!如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等$ 没有明文规定的!则参考相关质量

标 准 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及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规定的标准而定,&/#根据区域生态农业的特点!
参考该领域专家的意见!把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的

综合环境效应分为五级)!级!污染轻!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效应好&"级!污染较轻8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

效应良好&#级!环境效应一般&$级!环境效应较差&
%级!环境效应差#
(0. 评价方法

运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1灰色关联优势分析复合

模型,(+&("/进行评价# 即首先对指标体系中指标层的各

评价因子相对于其上一层指标赋权并进行一级模糊

评判!然后!将一级评判结果作为评价对象相对于其

上一结构层次’准则层(赋权并进行二级模糊评判&依

次类推!得多级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当利用多级模糊

综合评判仍不能比较出 % 个或几个环境单元的质量

优劣时!则考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用灰色关联优势分

析法进行评价,("/!使评价结果更为准确#
本文采用混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即在一级评价中

采用改进的标准赋权法!它是从环境指标间危害性的

差异出发来确定权重!能更好地反映环境指标的真实

权重!其本质仍是一种标准赋权法!表达式见式’((&
而在二级以后的评价中!按层次分析’>;?(法确定各

环境要素的权重,(./# 即对表 ( 所示评价指标体系中指

标层各因子进行评价’一级评价(时!权重按改进的标

准赋权法确定!而对约束层和准则层各因子进行评价

’二级%三级评价(时!权重则按层次分析法确定#

!"@
#1(

#1(

$ @ (
! %"$A- 1%"$" #

(
&

" @ -
!

#1-
#1-

$ @ -
! %"$B- 1%"$" $
%
&&
’

(
))
*

’-(

C"@-!%!*!&D’$@-!%!*!#1-(
式中)!" 为第 " 个指标的权重&%"$ 为第 " 个指标

的第 E 级环境质量标准值!F 为指标数!$ 为级别数$

&.(



!"# 取样及测定方法

土样! 按蛇形布点法选取多个有代表性样点"取

$!%$ &’ 耕 层 土 壤 作 为 测 试 样 品 # 土 壤 中 六 六 六

$()*%&滴 滴 涕$++,%等 指 标 的 测 定 按 -(.,!/##$0
12 所示方法’

水样!在研究区沟底径流中用水样采集器采集水

样"并尽快带回实验室检测# 化学需氧量(*3+%甲重

铬酸钾法4!/5测定"硝酸盐氮(632

0
06%按 -(7/8$087 方

法测定"亚硝酸盐氮(63%

0
06%按 -(7/12087 方法测

定"()*&++, 含量气相色谱法测定4!#5)
农副产品!按*之+字形布点法"选取能反映大多

数情况的植株"取其可食部分作为样品"其中硝酸盐

(632

0
%和亚硝酸盐(63%

0
%的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比色法

9-(., !#/$!"1/:" ()* 和 ++, 采用气相色谱法 9-(.
, #$$1;!1"!11<:" 对 硫 磷 采 用 气 相 色 谱 法 9-(=,
#>>1;%>0!11<:)

#$$%年 !> 月王丽梅等!渭北旱塬两种类型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环境效应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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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数据!通过实地调查获得"
生态环境效应各指标数据!借鉴试区长期定位研

究积累资料"

" 结果与分析

"#$ 多级模糊综合评判结果与分析

各评价因子的检测数据和多级模糊综合评判结

果见表 $"
从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径流水体环境污染状况和

农副产品污染状况的检测结果来看$%$ 型农林复合经

营生态系统内土壤#径流水体#农副产品中农药#化肥

残留量均不同程度的大于 %"$ 这可能是由于 %$ 主要

间作林苹果的人为管理要比 %" 主要间作林花椒复杂

的多" 从评价结果来看$%$#%" 均为!级&两种类型农

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对土壤#径流水体和农副产品污

染均很轻$当地农业生产以及农药#化肥施用等人为

管理活动$并没有对水#土环境和农副产品造成严重

的污染"
社会经济效益$从当前情况来看 %$%"级&高于

%"%#级&$其中$系统商品率#产出投入比#劳动力利

用率 %$ 分别是 %" 的 $’(" 倍#$)"* 倍#*)++ 倍$明显高

于 %"’而粮食自给程度 %" 高于 %*$是 %* 的 *)*( 倍’薪

柴自给程度和木材自给程度$两地均为 *),"
生态环境效应$%"%"级&优于 %*%#级&" 其中$总

体防风效能#湍流交换削弱率#空气阻抗系数提高率

等空气动 力 效 能 以 及 热 力 水 文 效 能 各 指 标 %* 优 于

%"’减灾效能 %* 等同于 %"’水土保持效能 %" 优于 %*"
这可能与苹果和花椒间作树种的叶#根系状况等自身

特性有关" 从保持水土#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以花椒-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

明显优于以苹果.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
综合环境效应$%*#%" 均为!级" 显然只运用模糊

综合评判模型$还不能准确区分两种类型农林复合经

营生态系统总体环境效应的优劣"
表中 %* 型为苹果#农作物间作经营系统$%" 型为

花椒#农作物间作经营系统’ 表中数据为多次检测数

据的平均值’在 /01#22%#对硫磷的检测中$仪器检

出限为 ,),,$ 34(54-*’在 粮 食#薪 柴#木 材 自 给 程 度

中$完全自给为 *)6"
")" 灰色关联优势分析

为进一步区分 %*#%" 综合环境效应的优劣$我们

对其进行灰色关联优势分析"指定参考数列为 7,89*$
,$,$,$,:$即对!级的隶属度为 $$而对其 他 级 别 的

隶属度为 ," 将 %$#%" 综合环境效应模糊综合评价结

果 9,)+,$,)(($,)";$,$,:# 9,)+!$,)"($,)"<$,),($,: 分

别作为被比较数列 !$#!"$其关联度的计算见表 ""

根据关联度的计算公式 得 %$ 与参考数列的关

联度 "$8 ,)==;,$ %" 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 ""8,)==;+$
%$ 的关联度小于 %"$所以$%$#%" 综合环境效应都属于

!级的前提下$%" 的综合环境效应优于 %$"

( 结语

土壤#径流水体#农副产品污染状况$经单要素环

境质量模糊评价$%$#%" 均为!级$均未对当地环境造

成明显污染’生态环境效应$%"%"级&优于 %$%#级&$
从抵御害风#保持水土改善当地水土流失严重的角度

来看$ 以花椒#农作物复合为主的 %" 型比较适合’当

前社会经济效益$%$%"级&高于 %"%#级&$从目前社

会经济效益来看$以苹果#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高

于以花椒#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在当地经济不发

达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大小直接决定着经营者的动

力及其对生态系统的支撑和维护的投入能力$这成为

以苹果#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农业生态系统比较

受农民欢迎的主要原因" 综合环境效应$%$#%" 型均为

!级"对两种类型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进行灰色关

联优势分析$%$#%" 与理想状况参考数列的关联度分

别为 ,)==; ,#,)==; +$%" 型的综合环境效应优于 %$"
从综合环境效应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
以花椒#农作物间作为主的 %" 型优于以苹果.农作物

间作为主的 %$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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