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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评价 

官冬杰
1
 曾一笑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重庆 400074) 

【摘 要】：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研究范围，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模糊物元原理和概念框架为

基础，从社会、经济、自然地理特征等方面选取了 21个指标，确定 22个区县的模糊物元评价矩阵，对研究区域各

个区县进行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根据研究结果把生态安全分为“很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非常安全”这

5 个等级，并与 AHP-PSR 的评价方法、结论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模糊物元模型评价过程对各个指标设定了从优

隶属度和节域，其结论较 AHP-PSR评价结论更为科学；库区东北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良好、库区西部的较发达区域应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缓解城市环境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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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日益增强，但人类对自然环境过度的改造和粗放式的社会经济发展

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也遭到了一定破坏，生态安全问题日渐凸显，成为人类社会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1]。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它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

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生态安全是 20世纪末国际上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目前人类对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渐增强，对生态安全关注程度倍增，国际上已把生态安全纳入一个国家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与军事安

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同等，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 

生态安全评价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宏观规划、政府决策的重要根据；生态安全评价也是可持续发展、地理学、生态学

及资源与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关注点，而生态安全评价是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与核心[3]；区域性生态安全评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

行宏观规划、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我国生态环境安全性保持和维护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和

挑战，研究人类活动对生态安全性的作用势在必行。 

21 世纪初，国内外的学者纷纷对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对生态敏感区域的研究，例如位于中国长江中上游的三峡

库区。三峡库区的建设为重庆和长江上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三峡库区的建设同样也存在着弊端。蓄水阶段水位上升导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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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受到更大面积、体积的流水作用，导致地质结构不稳，地质灾害时有发生，从而进一步打破三峡库区生态的动态平衡，影响

了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平稳发展。针对三峡库区重庆段发生的地质灾害和潜在生态风险，重庆市政府也启动了对三峡库区水资源

和渔业资源的保护措施。 

国内三峡库区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方法主要是以 AHP、PSR和熵权法为主。笔者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研究对象，针对三峡库

区自然、地理、经济、生态等多方面客观条件，应用模糊物元模型、AHP和 PSR相结合方法对三峡库区重庆段进行生态安全评价

与评估。通过两种评价方法的对比研究，能提高三峡库区生态安全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可靠地为决策者提供地区发展的

建议和参考。 

1 研究区域 

笔者研究的三峡库区重庆段包括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州区、万州区、忠县、涪陵区、丰都县、武隆县、

石柱县、长寿区、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区及重庆核心城区（包括渝中区、北碚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

和江北区），如图 1。该区域地势为长江南岸高处向长江逐渐趋缓，呈现出平行岭谷的多山地貌。 

 

根据三峡水库淹没处理的规划方案，三峡库区总面积约 7.9×104km2，淹没耕地 1.94×104hm2，涉及移民 117.15 万人。全

库区规划农村移民生产安置人口 40.5 万人，在库区淹没涉及县内安置 32.2 万人，出县外迁安置 8.3 万人；规划搬迁建房总人

口 44万人，县内搬迁建房 32.2万人。三峡库区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1000-1800mm。 

土地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山地面积大。三峡库区不仅是长江上游重要的蓄洪关口，也为我国长江流域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三峡大坝为我国华南、华东、西南、华中地区等提供电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4]。据 2014 年上

半年不完全统计，三峡库区重庆段范围内，区县 GDP 为 2544.44亿元，同比增长 12.0%，高出全市平均水平 1.1个百分点。库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670元，比全市平均水平多 160元。 

2 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地理生态环境评价中常用的方法是 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模型能够反映自然、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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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在人作用下产生的相互关系，为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提供逻辑严密的指标框架和基础。P为压力，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

然环境构成的压力、造成的影响、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S为状态，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动态平衡状态

下的自然环境参数或指标；R 为响应，是人类对于生态环境变化所采取的补救措施。通过构建 PSR 模型框架下的评价体系，将评

价指标分为 3 类，使整个评价体系逻辑严密。 

目前，确定指标权重有多种方法。由于指标数量适中、评价指标均需全部参与评价过程当中，因此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多用于有从属关系的指标体系构建当中。AHP 层次分析法将评价体系划分为 3 个层次，即目标层、决

策层、指标层。 

目标层指综合评价的评价目标；决策层把达成目标层的指标划分为多个类型，作为从不同角度进行决策、评价的体系参考；

指标层是指决策层各个分类下的底层的指标。AHP层次分析法逐层构建评价体系，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邀请学者、专家

对指标权重进行 1-9的标度打分，求得判断矩阵，得出在目标层各指标所占的权重，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 

笔者采用 PSR 和 AHP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选取 21个生态安全评价指标[5-6]，其中地形构成参数指标为各区县台地面积比例、

平坝面积比例、丘陵面积比例、低海拔山地面积比例、中海拔山地比例、消落带面积、景观生态学等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

所得。本研究中，所有指标均采用 Z-score法进行标准化。建模体系如表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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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评价指标权重 

AHP层次分析决策法是需要主观赋权的方法。为使赋权更科学，一般地对主观赋权进行含义标度，并按照准则层、指标层从

上至下地进行赋权。赋权时，主观决策者对所有的决策指标两两对比其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λmax 为权重矩阵的最

大特征根，CI 为一致性指标，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CR 为一致性比率，当 CR＜0.1 时，权重不一致性程度在容许范围内。赋权

含义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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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AHP方法[12]对模型准则层进行权重赋值计算，如表 3。 

 

2.2.2指标层权重 

1）系统压力指标权重赋值(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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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状态指标权重赋值(表 5) 

 

3）系统响应指标权重赋值(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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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指标综合权重 

将指标层和对应准则层权重相乘，得到各项指标在准则层的综合权重，如表 7。并将表 7中综合权重应用于 AHP-PSR模型和

模糊物元模型[13]当中 

 

2.3模糊物元模型 

2.3.1模糊物元原理 

物元基本原理是指任何事物都可用“事物、特征、量值”这 3 个要素来加以描述，以便对事物作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14]。

若以这些要素组成有序 3元组来描述事物的基本元，就称为物元。如果其中量值具有模糊性，便用有序 3元组：“事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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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量值”作为描述事物的基本元，该物元叫做模糊物元。模糊物元分析法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当中，模糊物元

分析法可用于评估、预测、规划等各项数学要求[15-16]。笔者主要通过建立差平方模糊物元矩阵与 AHP 赋权方法[17]对三峡库区的生

态安全进行预测和评估。 

模糊物元[18]定义如式（1），记模糊物元为： 

 

若有待评价区县 M；有 n项待评价属性 C1，C2，„，Cn，其对应属性值为 u(x1)，u(x2)，„，u(xn)；则有式（2）： 

 

2.3.2模糊物元评价模型 

根据模糊物元原理和评价体系，建立模糊物元评价模型，步骤如下： 

1）各评价指标经典域确定 

按照非常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非常安全这 5个评价等级，参考相关文献，划分各项评价指标在对应等级区间，

该区间为节域，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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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安全指标从优隶属度计算 

由表 8 和待评价对象组成复合模糊物元矩阵。三峡库区重庆段各个评价指标的属性值从属于标准样本各对应评价指标响应

的模糊量值隶属程度，称之为从优隶属度[19]。 

据此建立的原则称为从优隶属原则。从优隶属度把指标分为越大越优型评价指标和越小越优型评价指标。笔者将已知各项

评价指标划分为越大越优型指标和越小越优型评价指标，如表 9。 

 

越大越优型指标计算如式（3）： 

u(xij)=xij/xij(max)（3） 

越小越优型指标计算如式（4）： 

u(xij)=xij(min)/xij（4） 

式中：xij(max)表示单一评价指标中属性值最大数；xij(min)表示单一评价指标中属性值最小数。 

由式（3）、（4）建立标准模糊物元矩阵，使用计算后的值替代原位置，如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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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差平方模糊物元矩阵 

以 aij表示标准模糊物元矩阵和复合模糊物元矩阵的平方差，构成差平方模糊物元矩阵[20]，如式（6）： 

 

式中：aij=[u(x0j)－u(xij)]2；i=1,2,„,n；j=1,2,„,m。4）生态安全评价欧式贴近度计算[式（7）] 

 

式中：Wi为 AHP方法中各项指标权重；aji为差平方模糊物元中的元素值。 

式（7）得到各区县生态安全与 5个评价等级的欧式贴近度即经典域模型，与之比对欧式贴近度所在的经典域，可得出评价

结果，如表 10。 

 

 

笔者以万州区为例，生态安全评价贴近度复合模糊物元矩阵如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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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8）可得出：万州区与其他区县安全评价等级相比，万州区评价等级为安全。 

3 结果分析 

笔者将 AHP-PSR的评价方法与模糊物元的方法进行对比，为了控制评价模型的可对比性，两种模型均使用表 7综合权值。 

3.1PSR模型评价结果 

AHP-PSR 数学模型可直接得到一个评价结果。使用综合加权法得到 PSR 模型评价结果如表 11。用自然断点法将评价值进行

分割形成 5个评价等级，如图 2。 

 



 

12 

 

库区东北部区县总体良好。消落带区域交大的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等区县评价结果为很安全；但库区西部的

渝中区、大渡口区等区县评价结果欠佳。 

造成评价结果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评价体系中引入了地形地貌参数指标，渝中区地形坡度较大且用地类型结构单一导

致了其评价结果欠佳；长寿区环境治理工作没有能够跟上工业的发展和能源消耗；大渡口区污染工业污染排放等等。库区中部

与东部评价结果良好，库区西部的较发达区县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 

3.2模糊物元评价结果 

由表 10和经典域等级划分同样形成 5个评价等级，如图 3。 

 

各区县评价结果差距较小，评价结果较为平滑。生态安全评价结果集中在安全与较安全两个等级。其中库区东北部的巫溪

县、巫山县的评价结果为很安全；开州区、万州区、云阳县、奉节县的评价结果为安全。评价结果揭示了地形地貌、经济发展

受库区蓄水影响较大的库区东北部区域生态安全良好。 



 

13 

由于受森林覆盖率、工业能源消耗、地形地貌参数等指标节域的胁迫，主城发展较发达的区县如渝中区、南岸区、江北区、

大渡口区等区县评价结果欠佳。 

3.3讨论 

从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而言，这两种评价方法大致相同，但仍有一些区县存在两种方法评价结果矛盾的情况。如江津区、长

寿区、涪陵区、开州区、武隆县。江津区、长寿区、涪陵区是工业发达的区县，在工业产值与工业能源消耗上超过其他区县，

由于 AHP方法未能采用从优隶属度进行计算，导致了这两项指标对其评价结果影响较大。 

同理，开州区与武隆县同为压力层面上欠发达区县，但其响应指标如森林覆盖率等在物元模型评价方法中占优，造成了两

种评价方法的不同。其中武隆县由于山地占比面积较大，石漠化敏感性指数、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等指标的欧式贴近度评级较

低，受到节域胁迫作用，导致其评级为不安全。 

3.4两种评价方法特点 

AHP-PSR模型简单的将各区县独立进行评价，各个区县之间未能形成评价指标的相互对比，凸显了某些工业规划型区县或生

态建设型区县之间的差距。 

模糊物元评价模型中从优隶属度计算横向对比了各个区县的评价指标，并根据各个指标在不同对应评价等级之间的节域，

进行了基于欧式几何贴近度计算，评价结果较 AHP-PSR 模型较为平均，库区各区县评价等级更为集中和平滑。 

重庆是典型的城乡二元性结构体制，城市发展较为发达而乡村发展比较迟缓。使用 AHP-PSR 模型对三峡库区重庆段各个区

县进行评价，易造成不同类型区县评价结果比实际差距大的情况；而模糊物元评价模型根据各指标区间进行横向对比，缩小了

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差距，其评价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评价模型和过程更优。 

从评价结果上看：渝中区、大渡口区、南岸区、江北区的生态安全不容乐观。建议在加强经济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

同时，将人口压力、交通压力与工业压力等生态压力向周边区县分散，为周边区县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缓解自身的城市病症；

开州区、武隆县等区县则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地质灾害防治与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4 结论 

笔者采用 AHP-PSR模型和模糊物元两种方法对三峡库区重庆段各个区县的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三峡库区生态安全面临主要瓶颈和地域特色，构建了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2）构建了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 AHP-PSR模型和物元模糊模型，采用这两种模型评价了生态安全状态，并将结果进行等

级划分； 

3）三峡库区重庆段主城区域存在着生态环境不安全或很不安全的状况，渝中区、大渡口区、南岸区、江北区等区县需要分

散城市病压力；开州区、武隆县等区县需要加强对生态敏感区域、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保护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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