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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系数法2改进熵权法在水质评价中的应用
宋丽婧,魏  琛,宋玲梅

(贵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 为了使水质监测值和水体划类标准值之间关系更紧密, 利用五元联系数方法建立了各水质评价指标与评价标

准的五元联系数; 同时在传统熵权计算的基础上, 采用秩比法设定偏好校正系数,得到改进的熵权重;最后将五元联

系数 ui 和改进的熵权重 WR i 相结合获得五元综合联系度, 据此对水质进行评价,这是一种主客观结合的、符合实

际情况的水质评价新方法。以贵州贵阳市河流断面监测数据为例,评定样本点所在河段水质等级,分析了该河流水

质变化趋势, 验证了五元系数法2改进熵权法水质评价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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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ive2element connection number method2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n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SO N G L i2jing, WEI Chen, SO N G L ing2mei

(College of Civil E ngi neer ing , Guizhou Univer sity ,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 o tig ht the r elatio nship betw een the w ater quality mo nitor ing value and wat er classified standar d, the fiv e2element

co nnection number met ho d w 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fiv e2element connect ion numbers o f the evaluat ion cr iter ia for v ario us indi2

cato rs of w ater quality evaluatio n. On the basis of t raditio nal entro py w eig ht calculation, t he rank method w as used t o set the

pr eference cor rectio n co ef ficient s and then to o btain the impr ov ed entro py weig hts. T he fiv e2element co nnection number ui w as

co mbined w ith the improv ed entro py weight WR i to obtain the com pr ehensive fiv e2element connect ion for w ater quality ev alua2

tion. T his is a new ly combined o bject ive and subjectiv e method for w ater quality evaluation. T he method w as applied to evaluat e

water qualit y g rade and analy ze the var iatio n tr end of water qualit y in a riv er of Guiy ang City o f G uizho u P rov ince based on the

monitor ing data of a cr oss section, w hich v erifi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ive2element connect ion number metho d2impr ov ed en2

tr opy method in w ater quality ev aluatio n.

Key words: improv ed entro py method; f ive2element connect ion number ;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factor analy sis; var iatio n trend

of w ater quality

  水质评价作为水域系统分析的后阶段, 准确地反映当前

的水体质量和污染状况, 弄清水体质量变化发展的规律 ,找

出流域的主要污染问题[1] ,对下一步提出水域治理方案的决

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水质评价的理论方法的合理性、科

学性、有效性以及可靠性对定量化的研究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常用的评价方法[ 127] 为: 单因子分析法、综合

指数法、灰色聚类法、BP 神经网络评价法、物元分析法、集对

分析法等。单因子分析法主要应用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分析水环境单因子的超标倍数, 方法简单、速度快、结

果直观,但评价结论模糊, 评价尺度严格, 难以描述清楚水质

变化程度。综合指数法是基于先确定污染指标权重后评价

的方法,将评价指标分类、水质分级后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

但评价尺度偏严,对超过分级界限的不同水体, 可比性不强。

灰色聚类法是对不同对象利用白化权函数描述水质分级界

限的方法,消除各水质指标浓度值量级差异的影响, 适用于

定量处理信息模糊的情况,其缺点是忽略了不相邻等级的影

响,不能反映各指标相同级别的变化幅度。BP 神经网络评

价法通过模拟生物神经系统单元组成, 通过训练后的自适应

评价,无需确定权重, 适用于区域评价, 精度高, 计算原理、过

程复杂。物元分析法是基于各指标不相容性提出的定量化

方法,它增加了实测数据与标准限值间的联系度, 可靠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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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适用于多因子评价。集对分析法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问

题的方法,复合了决策和统计学理论, 适用于水域环境管理,

它比前几种方法的可靠性更强、精度高, 更能反映水质的实

际情况,但方法相对复杂。以上各种评价法各有优劣, 应依据

实际的评价水域特点、评价目的、实际样本灵活运用和选择。

为了使水质监测值和水体划类标准值之间关系更紧密,本文

基于五元联系数和改进熵权法, 建立了新的水质评价模型, 并

以贵州贵阳市河流断面监测数据为例,对该方法进行验证。

1  基于五元联系数2改进熵权法组合的水质
评价模型

1. 1  模型建立的思路
基于五元联系数 ) 改进熵权法组合的水质评价模型是

一种新的水质评价方法,模型建立思路如下: 首先, 选择反馈

信息丰富的评价指标, 减少无谓计算量, 降低各指标间的线

性补偿 [728] ,特别是要选择对水质影响较大的指标;其次,以

集对理论确定监测样本与评价等级的五元联系数, 且对五元

联系数计算区间进行改进;再次, 对传统的熵权法进行改进。

讨论污染指标在给水处理工程中处理的成本和处理的难易

程度,并优先选择能代表该水域污染特征[ 9210] 的指标, 通过

对样本指标主观上设置偏好修正系数 ri , 消除样本的评价指

标中某些特定的超标极值对评价的影响, 并增大某些评价指

标在水质评价中的作用, 从而确定各评价指标修正权重系

数;最后,将联系数与改进的权重系数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对

水质各个指标进行加权处理, 获得综合联系度, 据此进行水

质评价。这种方法由于加入了评价者的主观思想, 因此是一

种主客观结合的评价方法。

1. 2  评价模型基本原理

1. 2. 1  五元联系数法
五元联系数法来源于改进的集对分析法。把具有同异

反关系的集合,进一步按照/ 同一0、/ 偏同0、/ 差异0、/ 偏反0、

/ 对立0五种类别划分,并用数学方法引入联系度, 分别用 a,

b, c, d, e作为联系分量系数表示上述五种类别的相关性大

小,且具有优次顺序。即当联系数 N = 3 时, 建立的五元联

系度为[11212] :

Us= a s+ bsl 1+ csl 2 + d s l3 + e sq ( 1)

式中: a~ e是联系分量系数,代表事物的重要性, 由优先到次

要进行排列。S 代表不同等级的标准(在水质评价中,代表 5

类水体对应的标准) , s= 1, 2 ,5。l、q 作为五种类别对应的

标记, q= - 1。

对于 n 个评价指标、m 个样本来说, x ij 为第 j 个样本的 i

指标浓度值。定义评价指标与等级标准限值的关系: S = 1

的下限为 0, 上限为Ñ 类水体限值 s1 ; S= 2 的下限为 s1 ,上限

为Ò 类水体限值 s2 ; ,; S = 5 下限为Ô 类水体限值 s4 , 上限

为Õ 类水体限值 s5。当等级上下限值相同时,该等级上限取

上一等级的上限值。根据各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与标准限

值的关系,改进了五元联系数表达式的取值区间, 例如 S = 1

级五元联系数计算表达式见表 1。

表 1  对 S = 1级五元联系数计算表达式

Tab. 1  Computat ion E xpres sion for S= 1 Five2Element Conn ect ion Numb er

系数
区间

( 0, s1] ( s1 , ( s2+ s3 ) / 2]或( 0, ( s2 + s3) / 2] ( ( s2 + s3) / 2, ( s3 + S4 ) / 2] ( ( s3 + s4) / 2, s4 ] [ s4 , + ] ]

a 1 ( s2+ s3 ) - 2x i j / [ ( s2+ s3 ) - 2 s1 ] 0 0 0

b 0 ( 2x ij - 2s1 ) / ( s2 + s3) - 2s1 ( s3+ s4 ) - 2 x ij / ( s4- 2s2) 0 0

c 0 0 2x i j - ( s3+ s2 ) / ( s4- 2s2) ( 2s1- 2x ij ) / ( s4 - s3) 0

d 0 0 0 ( 2x ij - s3- s4) / ( s4- s3 ) 0

e 0 0 0 0 1

注: 当 s2 = s1 时, 区间由[ s1, s2 ]换为[ 0, s2 ] , 且表达式中 s1 = 0; 2, 当S> 1 级, x ij I S21级时, 且不属于 S 级, ( si- 1, si )、( si , s i+ 1 )分别为 S- 1 的上限值、S 级下限

值, 则 U= 1- ( si - x ij ) / ( si - si- 1 )+ [ 1- ( x ij - s i- 1) / ( si - si- 1 ) ] ;当 x ij I S - 2级,且不属于 S- 1级, 或 x ij I S- 3 级,则 u= - 1。

  x ij 与S 评价级别越接近 ,则 a、d、e 越大, b越小;同理可

推出对不同级别的五元联系数 U。

当评价指标权重为 w i 时, 对单指标五元联系数加权处

理,可获得第 j 个样本综合联系度为

Uj
s
= E

n

i= 1
aisw i+ E

n

i= 1
bisw il1 + E

n

i= 1
ci sw il 2 + E

n

i= 1
d isw il3 + E

n

i= 1
eisw iq ( 2)

1. 2. 2  传统熵权法
熵权法来源于信息论和统计力学中 Shannon 的信息熵,

是把各个评价样本信息进行量化和综合的方法。指标携带

信息量的大小决定了指标的效用权重。依据评价性质可分

为成本型、效益性评价[ 12214] 。熵权法确定评价因子权重的基

本方法:假设有 n 个评价指标, 共有 m 个评价样本,建立 X =

( X ij ) n @ m评价矩阵。将 X 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为

Y= ( Y ij ) n @ m , Yi j =
X ma x- X i j

X max - X min
( 3)

式中: X max、Xmin分别表示同一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则评价指标的熵集合用 H = ( h1 , h2 , hi , ,, hn )表示,其中,

hi =
1

lnm
E
m

j= 1
f i j ln( f ij ) , f i j = -

Y ij

E
m

j = 1
Y ij

( 4)

式中: h i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熵。

则评价指标的熵权集合用 W= ( w 1, w 2w i , ,, w n)表示,

其中,

w i =
1- hi

n- E
n

i= 1
hi

 w i I [ 0, 1] ,且E
n

i= 1
w i = 1 ( 5)

1. 2. 3  改进的熵权法
秩比法[15] 广泛应用于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的评价中,将

选取的评价指标按照优至劣编秩,通过校正系数可消除某些

异常极值的干扰,能显示出指标的微小变动, 适用于各种评

价对象。在综合考量给水处理经济成本和技术复杂程度的

基础上,分别将各项指标由优至劣排序赋值 r i , 给水处理成

本越低,处理技术越容易, 则该指标性能越优, 反之, 越劣。

最优指标将赋值为 1,次优指标赋值为 2, ,, 次劣指标赋值为

n- 1,最劣指标赋值为 n; 则赋值后 i指标偏好校正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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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
ri
n

( 6)

考量水域所属地理环境和水域污染物输入情况, 对特异

项指标增加权重倍数。确定权重的方法有许多,本文采用污

染超标赋权法, 并综合参考多指标优化决策的组合赋权方

法[15218] ,增加特异项指标的重要性。则 i指标的改进熵权重为

WR i =
w iR i

E
n

i
w iR i

( 7)

1. 3  具体评价步骤
( 1)对 m 个评价样本评价因子的筛选 ,确定 n 个评价指

标,建立水质评价矩阵 X。

(2)构造了五元联系数来评价水质, 并把水质评价依据

S 等级来划分。依据表 1 获得了某个样本对 S 等级下单指

标的联系数u。

( 3)按照上述改进熵权法, 由式 ( 4)至式( 7)计算出修正

的评价指标权重 WR i。

(4)将修正评价指标权重 WR i 代入由公式( 2)计算, 获

得样本综合联系度。

( 5)水质级别的判定,是通过比较同一样本对不同的 S 级

评价的综合联系度 U js中 a、e大小关系,选择Uj s中 a 最大, 而 e

值相对小的一项对应的 S 级作为样本点的最终评价等级。

2  水质评价实例

2. 1  评价区概况及水质监测结果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河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 属于乌江水

系。该河流穿过贵阳城,其上游(干流)是贵阳市重要的饮用

水源。河流上游主要为村寨、居民区、公园、农田, 少量军工

企业距离较远, 生态环境较好。随着经济发展, 河流中下游

分布有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 对河流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水质监测数据来源于贵阳市发布的 2013 年南明河各断

面水质监测结果。文章分别选取河流上游(干流) 1 断面和中

游 2断面、右(流出)支流 3断面、左(汇入)支流 4 断面、下游 5

断面数据作为水质评价对象, 各断面 2013 年丰水期( 6 月- 8

月)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2。

根据5贵阳市地面水水域环境功能划类规定6 (筑府发

( 1996) 37 号) , 干流 ( 1 断面以上)河段为 II 级水体; 中游 ( 2

断面)河段为Ó 级水体; 右支流( 3 断面 )为 Ó 级水体; 左支流

( 4 断面) 为 I I级水体;下游( 5 断面) Ô 级水体。

2. 2  评价因子分析
依据多属性决策方法[9, 16217, 19221] 对水质评价指标进行筛

选:样本中 pH 指标对评价意义不大 ; 为简化计算 , 舍去评

价指标中越大越好型指标 DO ;锌指标数值差异性相对小;

表 2 贵阳市河流各断面 2013 年丰水期水质监测结果

T ab . 2  W ater Qual ity M onitoring Resul t s of E ach C ross Sect ion

of the River in Guiyang in Wet Seas on in 2013

指标
监测断面

1 2 3 4 5

pH 7. 85 7. 89 7. 76 7. 91 7. 89

DO/ ( mg # L21) 7. 2 6. 7 6. 6 6. 2 7. 0

COD/ ( m g # L21 ) 19 21 23 18 34

BOD 5/ ( mg # L21) 2 5 6 4 13

NH 32N/ ( mg # L21) 0. 31 0. 329 3. 26 1. 1 10. 30

总磷/ ( mg # L21 ) 0. 07 0. 35 0. 38 0. 06 0. 83

总氮/ ( mg # L21 ) 2. 1 2. 55 4. 68 1. 86 13. 80

锌/ ( mg # L21 ) 0. 014 0. 021 0. 03 0. 027 0. 031

氟化物/ ( mg # L21 ) 0. 30 0. 43 0. 43 0. 037 0. 62

挥发酚 0. 000 3 0. 001 5 0. 004 4 0. 003 1 0. 003 8

石油类 0. 02L 0. 14 0. 02L 0. 54 0. 16

粪大肠菌群数

/ (个# L21 )
24 000 92 000 14 000 4 600 240 000

注: pH 无量纲。通过样本指标数据比对,表中仅列出样本中指标获得值不同

的项。

NH 32N 和总氮指标存在相关性较大[18] (地表水氨氮和总氮

相关系数季平均值为 0. 38) , 仅取其一作为评价因子;石油类

有两项均低于检测线, 无法对因子进行权重的判断, 均不计

入;河流中下游附近经济发展较快, 分布有矿厂、化肥厂、机

电厂、医院、粮油批发市场、锅炉厂等, 曾发生过污水未进入

截污沟 ,污染的情况, 因此,总磷、NH 32N、挥发酚指标是评价

该河流的重要因子。

最终,选取的评价因子包括: CO D、BOD5、N H32N、总磷、

挥发酚。样本个数 m= 5, 每个样本有 n= 5 个评价因子 (按

以上顺序标号 )。依据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 ( G B 3838-

2002) ,各污染物等级浓度的限值列于表 3。

表 3  各污染物等级浓度限值
T ab. 3  Con cent rat ion Limit T ab le of Various Pol lutan ts

等级

指标

COD

/ ( mg # L21)

BOD5

/ ( mg # L21 )

NH 32N

/ ( m g # L21 )

总磷

/ ( m g # L21 )

挥发

酚

Ñ 类( s1 ) 15 3. 00 0. 15 0. 02 0. 002

Ò 类( s2 ) 15 3. 00 0. 50 0. 10 0. 002

Ó 类( s3 ) 20 4. 00 1. 00 0. 20 0. 005

Ô 类( s4 ) 30 6. 00 1. 50 0. 30 0. 010

Õ 类( s5 ) 40 10. 00 2. 00 0. 40 0. 100

2. 3  五元联系数计算结果
依据表 1 及式( 2) - 式( 4)计算得出: 各样本不同评价指

标对 S= 1 等级五元联系数 U,见表 4。

表 4  各样本不同评价指标对 S= 1 等级五元联系数 U

Tab. 4  Five2 element con nection num ber U f or S= 1 of dif ferent evaluat ion in dicators of all samples

指标
对 1级联系数 uij

1 2 3 4 5

COD 0. 8 l1 + 0. 2l2 0. 2l1 + 0. 8l2 0. 4l 1+ 0. 6l 2 0. 93l 1+ 0. 07l 2 1q

BOD5 1 1l 3 1l 3 0. 63l 1+ 0. 37l 2 1q

NH 32N 0. 65+ 0. 35 l1 0. 63+ 0. 37l1 1q 0. 3l 1+ 0. 7l 2 1q

总磷 0. 62+ 0. 38 l1 1q 1q 0. 69+ 0. 31l 1 1q

挥发酚 1 1 0. 78l 1+ 0. 23l 2 0. 27+ 0. 73l 1 0. 92l 1+ 0. 08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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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可求,各样本对 2 级、3级、4 级的联系数计算表。

2. 4  改进熵权法计算结果

2. 4. 1  偏好指标赋值及偏好校正系数
水体受到附近工业企业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N H 32N、总

磷,由表 1 可知, 5 个断面总氮超标较为严重, 河流的氮污染

物输入量相对大,因此对 NH 32N、总磷两项评价因子应更为

重视。参考目前该河流 1 断面附近水厂工艺技术和该水厂

技术专家对指标性能的评分顺序, 采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

的评价中秩比法[15] , 将选取的评价指标按照优至劣编秩,按

式( 6)计算。经统计可知, NH32N 指标超标次数最多,参照污

染超标赋权法,以及多指标决策模型计算[15218] ,该指标主观赋

值倍数为 1. 5。偏好指标赋值及偏好校正系数表, 见表 5。

表 5 偏好指标赋值及偏好校正系数
Tab. 5  Preferen ce Indicator As signment and

Preferen ce Correct ion Coeff icient Table

指标 COD BOD 5 NH 32N 总磷 挥发酚

偏好指标赋值 r i 1 2 5 4 3

偏好校正系数 R i 0. 2 0. 4 1. 5 0. 8 0. 6

注: NH 32N 指标偏好校正系数是经加重权重倍数后的值。

2. 4. 2  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矩阵 X = (X i j ) n@ m。

X =

19    21    23    18    34

2   5   6   4   13

0. 31   0. 329  3. 26  1. 1   10. 3

0. 07   0. 35   0. 38  0. 06  0. 83

0. 0003  0. 0015 0. 0044 0. 0031  0. 0038

按式(4)- 式(7)处理后,评价指标熵值及权重结果见表6。

表 6 评价指标熵值及权重
Tab. 6  Evaluat ion indicator ent ropy and w eigh t

指标 COD BOD 5 NH32N 总磷 挥发酚

指标熵值 hi 0. 855 0. 341 0. 855 0. 842 0. 788

无偏权重 w i 0. 11 0. 50 0. 11 0. 12 0. 16

2. 4. 3  修正的评价指标权重
按式( 7)计算修正的权重为

WR i = ( WR 1 , WR 2 , WR i, ,, WR n ) = ( 01 04, 01 34,

01 28, 01 17, 01 17)

2. 5  样本综合联系度计算结果
将修正的权重 WR i 代入式( 2) , 求 S= 1 级的样本综合

关联度 u j 1, 结果见表 7。同理可求, 5 个样本对不同等级的

综合关联度 U。

表 7 S = 1级的样本综合关联度 u j 1

T ab. 7  Com preh ensive correlat ive deg ree uj 1 f or S= 1

样本 综合关联度 uj 1

1 u= 0. 797+ 0. 195l 1+ 0. 008l 2

2 u= 0. 346+ 0. 112l 1+ 0. 032l 2+ 0. 34l 3+ 0. 17q

3 u= 0. 148l 1+ 0. 063l 2 + 0. 339l 3 + 0. 449 q

4 u= 0. 164+ 0. 513l 1+ 0. 323l 2

5 u= 0. 156l 1+ 0. 014l 2 + 0. 83 q

3  水质评价结果与讨论

样本对不同等级的综合关联度 U 值中 a 越大, e 越小,

表明样本点与该评价等级越接近,反之表示对立; b、c、d 的大

小反映了样本点与相邻评价等级之间的接近程度, 该值说明

河流水质转换成其他等级的可能性大小。

  各样本最大综合联系度与评价等级见表 8, 可以看出, 1

断面、4 断面与对应的评价等级 S= 2、S = 3 关系非常紧密,

a> 0. 5,说明该河段水质变化成为其他等级水质的可能性并

不大;而 2 断面、3 断面、5断面对应评价等级为 S = 2、S= 4、

S= 5, 且 a< 0. 5,说明该河段水质不稳定, 有向相邻水质等

级变化的可能,水质变化的趋势需要参考样本点与相邻等级

综合联系度值来确定。

表 8 各样本最大综合联系度与评价等级

T ab. 8  M ax imum compr ehensive cor relat ive degree

and evaluat ion g rade of all samples

样本 最大综合联系度 uj s 评价等级

1 u= 0. 984+ 0. 016l1 S= 2

2 u= 0. 466+ 0. 024l1 + 0. 34l2 + 0. 17q S= 2

3 u= 0. 414+ 0. 136l1 + 0. 068l2 + 0. 102l3 + 0. 28q S= 4

4 u= 0. 859+ 0. 141l1 S= 3

5 u= 0. 21+ 0. 79q S= 5

  以 3断面为例, 评价等级为 S = 4,而相邻的 S= 3 等级综

合关联度 U= 0. 198+ 0. 352l1 + 0. 45q, S = 5 的 U= 0. 352+

01 368l1 + 0. 28q,其中: a3 < a5, 说明 3 断面与 S = 5 等级关系

更密切,表现出了同一性; e3 = 0. 45> e5 = 0. 28, 说明 3 断面

与 S= 3 等级的对立性更明显。因此, 3 断面所在河段水质

有变差的危险。

同理可推断, 2 断面所在河段水质有变好与变坏的可能

性几乎均等; 5 断面水质与 S = 5 等级同一性小, 而对立性

大,水质状况较差, 河段环境功能难以恢复。

综上所述,贵阳市水环境状况总体较好, 与贵阳市水域

环境功能划类结果比较,样本 1 断面评价结果与划类结果相

同, 2 断面水质偏优, 3 断面、4 断面受到沿河的污染水质有变

差的趋势, 5 断面水质较差, 远超过了划类等级, 需要相关部

门重点管理。

分析上述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 ( 1) 在河流的中上游自

然生态环境较好,无工业企业等点源污染源分布, 而且水流

流速较快,河流自身的净化作用强, 因此, 1、2 断面水质良好;

( 2)河流中下游处, 分布有污染型企业, 沿河附近有较多居民

区,河流接纳了面源污染物和污水处理厂排放的生活污水,

对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3 断面、4 断面有水质变差的趋势; ( 3)

5 断面河流水质较差, 与河流附近的工业环境有很大关系, 目

前,政府已对该区域进行整治, 企业进行了搬迁, 现阶段污染

物排入较少,水质污染主要来源于历史积累的河流底泥逐渐

释放的污染物; ( 4)监测断面的挥发酚指标监测值远小于Ñ

级标准限值,对评价结果仍然有一定的线性补偿作用。

4  结论

( 1)五元联系数计算, 使得水质监测样本与各级标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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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密切,解决了评价因子标准限值间的划界问题。传统的五

元联系数计算方法,仅以水质标准中等级限值作为计算的界

限,忽略了某些指标存在不同等级限值区间一致的问题。考

虑到水质标准中有较多评价因子 Ñ 、Ò 级指标限值一致 ,或

者Ñ 、Ò 级指标限值较为接近, 本文改进了五元联系数法的

计算区间,使得算法更加合理。

( 2)改进的熵权法结合了该水域污染物输入、附近水厂

给水工艺技术等环境因素, 提出了利用秩比法确定偏好权

重,得到一种新的混合权重方法, 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 3)基于五元联系数 ) 改进熵权法组合的水质评价方

法,对贵阳市南明河进行了水质评价, 利用各样本最大综合

联系度确定了所在河段水质等级,结果显示样本 1、2 断面水

质评级为 2 级, 4 断面为 3 级, 3 断面为 4 级, 5 断面为 5 级。

( 4)利用各样本对不同等级综合联系度相关关系, 可以

分析样本断面所在河段水质变化的趋势。实例计算表明:样

本 1 水质条件较好, 水质变化相对稳定 ,样本 2 评价结果比

环境功能划类结果高一等级, 水质偏优 ,样本 3、4 受到沿河

的污染评价结果低于环境功能划类结果, 而且水质有变差的

趋势, 5 断面水质较差,低于评价等级,应加强环境管理。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分析结果为当地

水域环境管理提供了参考。但是,该方法仍然存在无法证实

偏好权重值的有效性问题, 另外, 水质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很

大取决于水质样本点的全面性和指标的代表性, 本文的评价

实例中共有 25 个样本数据, 评价指标大多是有机物指标,缺

乏毒理学指标,因此, 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解

决评价方法有效性问题是未来研究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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