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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评价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健康状况是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管理和建设的基础。论文在研究云南重点

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环境问题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

环境管理能力三个方面选取能够表征和反映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程度的 18 个指标，建立指标

体系，确立评价标准，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评价模型。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为典型案

例，确定评价指标及标准，评价其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健康状况。结果表明：2012年勐腊县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属于健

康状态。根据评价结果，明确了影响其城市生态环境健康的限制因素，主要有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水土流失面积

及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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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这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方向和目标。优化国土空

间格局的主要任务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必须选取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方

式，目前尚缺少紧扣国土空间优化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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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国家和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云南省大部分区域为限制开发区域，其中，重点生态

功能区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重点生态功能区，即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

口条件不够好，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蓄洪水、防风固沙、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把增强生态产品生

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エ业化城镇化的开发活动，需要统筹规划和保护。研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将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方法。 

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正确评价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健康状况是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管理和建

设的基础。为此，研究和建立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健康程度显得尤

为重要。 

国外对生态环境评价的研究以初步建立评估模型为主要研究方向，侧重方法模型的运用和探究，而定量分析较少或较为粗

浅。国内侧重理论和模型的研究，但不够深入，浅尝辄止
[1]
。Trevisan等

[2]
以意大利的克雷莫纳省为例，运用非点源农业危险指

数(NPSAHI),利用 GIS技术用分级的方法评价了农业行为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Mortberg等
[3]
运用 GIS 和 EDSS (生态决策支持

系统），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为案例，分析了城市化对生物多祥性的影响，以减轻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为目标建立相应的指标

体系和定量分析模型；赵玉红等
[4]
以江苏省为例，建立了我国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 

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研、经验总结、频度分折、专家咨询等方法，在研究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特点和

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理能力三个方面选取能够表征和

反映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程度的 18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确立评价标准，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应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评价模型。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为案例，确定评价指标及标准，评价其城市生态环境的良性健康状况，

明确影响其健康的限制因素，为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和制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环境问题 

城市生态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按人的意志，经人类加工改造形成的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环境。所以选取城

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指标时，既要考虑自然生态环境方面，也要考虑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理能力方面。 

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

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按主导生态服务功能进行归类，主要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土壤

保持生态功能区等。在这些生态功能区内，有相应的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环境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使

其生态环境健康良性化发展。 

（1）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是生物多样性丰富、重要植被类型集中分布且生境极为敏感

的区域。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以野生动植物的物种量及优先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为指标，但保护区管护水平较低，基础

设施和设备严重不足，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也普遍存在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的现象。 

南部边境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是云南省主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之一，这里地处热带北缘地帯，发育有我国

特有的热带季节雨林、季雨林、山地雨林和湿润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极高，是亚洲象、绿孔雀、望天树等重要

保护物种的分布地和亚洲象、亚洲野牛、印支虎与其国外栖息地的主要通道。目前，由于不合理开发，生境破碎化程度较高，

野生动植物生存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目前，其主要发展方向为扩大保护区范围，加强对热带雨林和重要保护动物栖息地的保

护，严禁砍伐森林和捕杀野生动物。 

（2）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是以生态公益林建设和土壤保持为主要生态功能的区域,该生态功能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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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类：ー是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河谷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该类生态功能区地形复杂，降雨丰富，土壤极易冲刷，土

壤侵蚀的敏感性一般都在中度以上。二是土壤侵蚀修复生态功能区指土壤侵蚀严重，需要进行工程治理或生物治理的区域。这

些区域地形破碎，紫色土广泛分布，人口密度犬，是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的区域。三是生态脆弱地帯土壤保护区，主要指喀斯特

地区和干热河谷地带等需要重点进行水土保持的区域。 

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是：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特别是陡坡开垦，以及交通、水电、矿产资源开发、城镇建

设、森林破坏、过度放牧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地表植被退化、土壤侵蚀和石漠化危害严重。而使此类生态功能区良性化的方向是：

全面实施保护天然林、退耕还林还草，严禁陡坡垦殖和超载放牧，加大对现有灌木林的封山育林力度；改善耕作方式，发展生

态产业和优势非农产业；严格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的生态监管，控制新的人为土壤侵蚀，保护自然植被；恢复和重建退化植被。 

而滇东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区为云南主要的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其拥有以岩溶系统为主的特殊生态系统，生态脆弱性

极高，土壤一旦流失，生态恢复重建难度极大。目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突出，植被覆盖率低，石漠化面积加大。其发展方向为

退耕还林、封山育林育草、种草养蓄，实行生态移民，改善耕作方式，发展生态产业和优势非农产业。 

(3)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包括重要分水岭地段的水源涵养和重要城镇饮用水源地的水源涵养。该区地

势较平缓，降水量中等偏少，水资源不足及土壤保水能力较差。 

该类型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是：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太；生态系统结构单一，生态功能衰退；森林资源过度利用、森林质量差，

土壤侵蚀和湿地萎缩现象严重。而使该类生态功能区良性化的方向是：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加强保护与管理；严格保护自然

植被，禁止不利于保护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禁止会造成水污染的产业发展；开展生态产业示范，

减轻居民生产对水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控制水污染，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 

目前，滇东北三峡库区上游生态功能区作为云南省主要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金沙江区段为主的长江上游地区流域的生

态屏障，受自然与人为活动的破坏，水土流失、泥石流灾害严重，砂石化不断推迸，大量泥沙进入金沙江，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其发展方向是禁止非保护性林木采伐、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 

2 指标体系的构建 

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科学分析、正确评价的基础。在了解上述重点功能区类型各自的特点以及

存在的问题与生态保护方向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生态环境的内涵特点与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遵循指标选取的原则（如整体性、

可操作性、可量化性、相对独立性、可引导性等）
[5]
，筛选可以表征和反映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健康良性化程度的

指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构建评价模型，以便客观、全面、科学地评价其生态环境健康良性

化程度。 

2.1建立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指标确立的原则，从“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理能力” 3个ー级指标要素方面共选取 18个ニ

级指标要素(表 1 )。 

表 1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自然生态环境（A） 
人口密度 A1 

森林覆盖率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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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公共緑地面积 A3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 A4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A5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A6 

人均水资源量 A7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A8 

环境资源保护(B） 

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B1 

水土流失面积 B2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B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B4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B5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B6 

化肥施用强度 B7 

生态环境管理能力(C)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C1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C2 

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C3 

 

2.2指标表征含义 

A 1：人口密度，是表征人口的密集程度的指标，人口密度越大，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 

A 2：森林覆盖率，表征有林地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森林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来说意义非凡，森林覆盖率越高，

生态保护状况越好。 

A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表征城市人口每人拥有的公共绿地面积，绿地环境效益高低与其面积数量的大小和分布均匀度成正

比，它具有显著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可以有效改善和优化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 

A4: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表征生物多样性指标，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可以更好地维持生物的多样性。 

A5：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是表征ー个区域空气质量好坏，进而反映其生态环境是否优良的ー个指标。 

A6：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表征城市建成区内经过认定的环境噪声网格监测的等效声级算术平均值，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下

降可以改善入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从而使生态环境往良性化方向发展。 

A7：人均水资源量，表征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云南作为淡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又相对缺水的特殊省份，选取人均水资源量作

为ー个评价指标尤为重要，云南省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三位，但由于空间分布、水体污染或者是开发过度等原因，水资源不足。 

A8：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表征生态环境中水环境的健康程度以及城市环境质量健康良性化程度。 

B1：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表征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受保护地面积占全部陆地面积的百分比，反映生

态环境良性化的程度。云南省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自然及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增大保护地面积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加强水土保持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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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水土流失面积，表征山丘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水土流失面积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为主要的生态保护方向。 

B3：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表征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量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它

是改善环境质量、体现环境保护水平的重要考察指标。 

B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表征城市对生活垃圾二次污染的防治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标之一。 

B5: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表征エ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反映城市环境保护的指标。 

B6: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緑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B7:化肥施用强度，改善耕作方式，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农业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发展方向之一。两个指标从两个方面反

映面源污染的强度，表征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程度和居民生活品质水平。 

C1：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表征环保投资强度，衡量生态环境良性化发展水平。 

C2: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表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力度。 

C3: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表征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社会公众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

的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从而掌握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情况，以此反映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的生态环境是否往良性化方

向发展。 

2.3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它将ー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ー个系统，

将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一级指标），进而分解为多指标(ニ级指标）的若干层次，对两两指标的相互比较，通过定性指标

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各指标权重，作为目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方法
[6]
。 

两两指标对比分析步骤：首先在各层次上根据评定尺度(运用 1〜9 标度，见表 2)确定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并根据此来构建

判断表，然后通过和积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且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通过综合层次总排序的计算，确定各评价指标对最高

层总目标的权重，并且据此可得评价指标的最终排序。 

表 2 1〜9标度法含义 

标度 赋义 

1 两因素相比，具有相同重要性 

3 两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两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两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強烈重要 

9 两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 6,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本文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按照典型意义上的统计评价方法，邀请 5位专家判断指标重要性，对同一级指标中各个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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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综合分析后建立判断矩阵及其一致性检验。将专家打分所得的各指标和要素权重的判断矩阵输入 MCE

现代综合评价软件
[7]
，得各指标和要素权重(表 3)。 

表 3各层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人口密度/(万人•km
2
) 0.143 

  森林覆盖率/% 0.14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
2
 0.143 

自然生态环 0.4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 0.071 

境（A）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0.143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B 0.071 

  人均水资源量/m
3
 0.143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0.143 

  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0.280 

  水土流失面积/万公顷 0.158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0.158 

环境资源保 0.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158 

护(B）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0.082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 
种植面积比例/% 

0.082 

  化肥施用強度/(kg/hm
2
) 0.082 

生态环境管 
理能力(C)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0.540 

0.2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0.163 

 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0.297 

 

2.4评价标准的确立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后，就需要确定各个指标的健康状态，以此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良性化进行评价，在数据处理时将城市生

态环境评价标准分为 3 个等级，即健康、临界和不健康。根据云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发展规划所提出的目标值确定标准值

的范围，以发展目标值作为健康值的最低值，下调 20%为不健康状态的最高值，区间为临界状态
[8]
。 

2.5评价模型的建立 

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如何是相对于ー个标准值而言的，而良性与否只是ー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适合釆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来处

理数据。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根据被评价对象本身存在的性态或隶属上的亦此亦彼性，从数量上对其所属成分给予刻画

和描迷。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模
[9]
如下： 

 

式中：Z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状况矩阵，W为 3个ー级指标（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管

理能力）对总体健康程度的权重矩阵，W=（W1 ，W2, W3）；U为ー级指标对各级健康标准(本文把健康评价标准分为“健康、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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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健康” 3个级别）的隶属度矩阵。 

 

式中：Umn为第 m个ー级指标对第 n级健康标准的隶属度矩阵，m=l，2, 3, n=1，2，3 ； w为 m 中二级指标的权重矩阵，例

如，若 m=3时，w为 C1，C2，C3的权重矩阵；r为ニ级指标对各级健康标准的隶属度矩阵。 

相对隶属度的计算主要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种计算方法，临界状态取范围的平均值。 

(1)对正向指标，例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其计算公式为： 

①当 Xy>Syl时，ryl=1,ry2 = ry3 = 0； 

②当 Syj≥Xy≥Syj+1 时，ryj+1 = (Syj-Xy)/(Syj-Syj+l),ryj = 1-ryj+1;(j = 1，2)，剩下ー个健康标准的隶属度为 0； 

③当 Xy< Sy3时，ry3 =1，ry 1=ry2= 0。 

(2)对负向指标，例如水土流失面积，其计算公式为： 

①当 Xy< Sy1,时，ry1= 1, ry2= ry3 = 0； 

②当 Syj≤Xy≤Syj+1 时, ryj-+1 = (Xy-Syj)/(Syj+l-Syj),ryj = 1-ryj+l;(j = 1，2),剩下ー个健康标准的隶属度为 0； 

③当 Xy> Sy3时，ry3 = 1，ry1= ry2 = 0。 

3 实证研究—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城市生态环境健康评价 

勐腊县位于云南省最南端，西双版纳州东部。西北与景洪市相连，北面与江城县毗邻，东南部与老挝接壤，西面与缅甸隔

澜沧江相望，国境线长达 740.8 千米。全县地处澜沧江—湄公河的接合部和我国通向中南半岛各国的陆路要冲，是云南桥头堡

建设的前沿和我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东南亚各国合作的重点区域。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是云南省最为典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之一，同时作为生态县进行建设。勐腊县自然条件突出，气候

类型多样，全县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极高，生物资源也极其丰富，西双版纳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5 个子保护

区中就有 3个在勐腊县境内。因此，文章选取勐腊县为例说明生态环境良性化指标体系评价的应用（具体数据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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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勐腊县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指标现状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现状值(2012年） 

自然生态 
环境（A） 

人口密度/(万人• km
-2
) 0.004 

森林覆盖率/% 86.2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
2
 26.51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 100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B 51.1 

人均水资源量/m
3
 7 349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环境资源 
保护(B) 

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24.7 

水土流失面积/万公顷 45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80.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2 

エ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97.4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64.71 

化肥施用强度/(kg/hm
2
) 158 

生态环境 
管理能力 (C)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4.71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75 

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96.8 

注：数据来源于《2013—2014年勐腊生态县申报技术报告》以及《勐腊县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方案》。 

3.1评价指标和标准 

根据勐腊县城市发展规划所提出的目标值确定标准值的范围。以发展目标值作为健康值的最低值，下调 20%为不健康状态的

最高值，区间为临界状态
[8]
。具体各指标分级标准见表 5。 

3.2健康评价结果 

依据 2012年监测数据、实地调查结果并结合上述评价模型与公式(1)〜（3)，计算得出勐腊县 3个ー级指标以及 18个二级

指标对各健康级别的隶属度（图 1〜图 4，表 6)。 

3.3分析与讨论 

通过表 6 可以看出，勐腊县生态环境中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属于健康的等级隶属度

最大(远大于临界状态及不健康，分别为 0.929、0.808、0.837),那么，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勐腊县生态环境在三个方面都处

于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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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勐腊县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ー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健康状态 临界状态 不健康 
状态 

 人口密度/(万人-km
2
) ≤0.12 0.12～0.14 ≥ 0.14 

 森林覆盖率/% ≥80 64～80 ≤64 

自然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
2
 ≥20 16〜20 ≤16 

生态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 100 80〜100 ≤80 

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 80〜100 ≤80 

( A )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B ≤45 45〜54 ≥54 

 人均水资源量/m
3
 ≥2 000 1 600〜2 000 ≤ 1 600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80 〜100 ≤80 

 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25 20〜25 ≤20 

 水土流失面积/万公顷 ≤40 40〜48 ≥48 

环境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80 64〜80 ≤64 

资源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80 64〜80 ≤64 

保护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80 64〜80 ≤64 

( B )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60 48〜60 ≤48 

 化肥施用强度/(kg/hm
2
) ≤280 280〜340 ≥340 

生态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4.0 3.2〜4.0 ≤3.2 

环境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95 76〜95 ≤76 

管理 
能力 
(C) 

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95 76〜9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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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勐腊县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结果（隶属度） 

指标 指标 
健康 
状态 

临界 
状态 

不健康 

状态 

二级 
指标 

A 

人口密度/(万人• km
-2
) 1 0 0 

森林覆盖率/% 1 0 0 

人均公共緑地面积/m
2
 1 0 0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 1 0 0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1 0 0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B 0 0.644 0.356 

人均水资源量/m
3
 1 0 0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 0 0 

B 

受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0.88 0.12 0 

水土流失面积/万公顷 0 0.75 0.25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1 0 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 0 0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1 0 0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 
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1 0 0 

化肥施用强度/(kg/hm
2
) 1 0 0 

C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1 0 0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 0 0 1 

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1 0 0 

一级指标 

自然生态环境（A） 0.929 0.046 0.025 

环境资源保护(B) 0.808 0.152 0.040 

生态环境管理能力(C) 0.837 0 0.163 

结果 勐腊县城市生态环境 0.862 0.079 0.059 

 

 

为了对勐腊县生态环境整体的状况进行评价，从表 6得到一级指标隶属度矩阵以及前文所得ー级指标权重 W=(0.4, 0.4, 0.2),

通过评价模型 Z=W×U，得出勐腊县生态环境整体状况的概率值为健康 86.2%、临界状态 7.9%、不健康 5.9%,按照最大健康状态

概率值原则，勐腊县的城市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属于健康状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2012 年勐腊县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属于健康状

态。 

影响勐腊县生态环境良性化的限制因子主要是处于临界和不健康状态的要素，而在表 6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共 18个指标当

中有 15 个处于健康状态，2 个处于临界状态，即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水土流失面积，而亟待解决的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只有 1

个指标，即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总而言之，勐腊县作为云南省典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又是生态县，其生态环境处于ー

个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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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建议 

根据评价结果及对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发展限制因子的分析，对勐腊县的生态环境良性化管理和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重在建设、重在

实践。虽然勐腊县生态环境良性化的程度很高，但其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却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若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那么勐腊县的生态环境很有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加强这ー方面的建设，还可以起到带头人的作用，在西双版纳州甚至

是整个云南省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视及全人类共同保护和建设地球家园的认识。 

（2）降低勐腊县区域环境内的噪声平均值。由于噪声污染是ー种物理污染，不像其他污染那样留下任何污染物，也不会积

累,往往容易被忽视。我们可以从声源处、传播途径和接受者三方面来进行防护，但从声源处进行防治是最根本和最紧急的方法。

在声源处防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降低机械设备运行噪声，在设计或改造设备吋，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噪声影响，在经济和技

术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计制造新颖的低噪声机械设备。或是采取有效的隔振、阻尼和消声技术，来限制固体声和空气声的

辐射。 

（3）减少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作为整个云南省最主要的生态问题之一，其造成的危害相当大，比如：冲毁土地，破坏

良田；土壤剥蚀，肥力减退；生态失调，旱涝灾害频繁；淤积水库，堵塞河道。那么要减少水土流失的面积，就要减少坡面径

流量，减缓径流速度，提高土壤吸水能力和坡面抗冲能力，并尽可能抬高侵蚀基准面，强化造林治理，加强预防监督职能的发

挥，依法防治水土流失，处理好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加强水土保持的科技投入，提髙科学治理水平。 

4 小结 

(1)本文在研究云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重点生态功能

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管理能力 3个ー级指标，共 18个ニ级指

标，确立评价标准，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应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评价模型。以勐腊县为例，对其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

合评价，2012 年勐腊县生态环境整体状况属于健康状态，其限制因子有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水土流失面积和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普及率。 

（2）不同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的生态环境特点不同，不同区域城市发展规划目标有所不同，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评价标

准应有所区别。 

（3）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是ー个动态复杂的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由于受数据收集的限制，

所选数据的年份只有 2012年，而研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研究数据的不断丰富，可以对这一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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