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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整个黄土 高原地 区草场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的角度
,

运用多 日标优化方法
,

对黄土

高原 n 类草场资源进行综合评价
,

为合理有效地利用天 然草场
,

发展畜牧业提供科学 依据
。

关健词
:

草场 资源 质量效益 自然效益 综合效益

黄土高原是一个引人注 目的 自然地理资源
,

同时又是草场资源利用不合理
、

生态环境失调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

它脆弱的生态条件不仅直接影响区内的农业生产
,

而且危及黄河中下游人

民的生产和安全
。

从农业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 出发
,

黄土高原的草场资源急待建设和合理开发利

用
。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分析和评价黄土高原的草场资源
,

探讨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
。

一
、

草场资源现状及评价指标

本文评价的对象为 n 类草场
,

各草场诸指标的统计数据见表 1
。

由表可见
,

11 类草场的指标

覆盖面较大
,

数量较多
,

各指标间不完全存在一致的关系
,

部分指标甚至互相矛盾
,

而且各指标

间的公度性很差
,

因此运用多目标优化方法进行评价比较合理
,

11 类草场的 12 个指标可 分为三大

类
: 一类是反映草场 目前质量的质量效益指标

,

包括 l m
“

株数
、

草高
、

覆盖度
、

产草量及 载 畜

量 ; 第二类是自然效益指标
,

包括海拔
、

降雨量
、

气温及干燥度
,

这类指标决定了草场的质量
,

也包含了草场质量之自然潜力 的内容
,

因此由这类指标 的分析也可 明确提高草 场质量的潜力 ; 第

三类指标为利用效益指标
,

包括草场总面积
、

可利用面积及草场利用率
,

这类指标与前两类指标

无关
,

将它们和前两类指标结合分析可综合地评价草场
。

由此
,

根据所选的指标类型
,

相应地将

评价分为三种
:

草场质量效益评价
、

自然效益评价和总体效益评价
。

二
、

多目标最优化原理

已知 y , i( 二 1 … … n ) 为 n 个属性的值
,

令 y =
(y

; ·

y Z

… y
n

)
,

设一偏好结构可 用某 个 价值

函数V表示
,

且各属性之间满足偏好独立性条件
,

则价值 函数V ( y) 为
:

fl

V ( y ) = E R IV i ( y i )

i = 1

式
`
!
`

V
,

( y i )
, 2 一

, n 为第 i个属性的价值函数
,

R i i( = 1 , 2 … n ) 为标度常数
,

n

习 R l , 1

i = 1

我们的目的是估计分量价值函数 V i和标度常数 R i ( i = 1 2 … n )

现在先估计分量价值函数 V i ,

令最差的 iy
= y 兮

,

最好的 iy
二 y 号 1二 1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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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令 V j (y r)
= 0 V s (y梦) = z 二 n ,

先求 V i ( y尹
’ ” = 0

.

5中的 y 尹
’ “ ,

使满足
:

( y l , y Z ,

( y l , y Z ,

y了
, …

y 尹
. “ ,

y
n

) y
l

l ,

y
n

) 一 ( y :
,

式中 y i ( i = 一 , 2 , … ,
i 一 1 ,

i + 1 ,

…

,

一
, y 尹

· 5 , … , y 二)

y ;
, … , y 梦

,

…
, y二)

n ) 和 y 二( i = 1 , 2 , … , , 一 1 ,

i + 1 , … , n )

为第 i个属性 i( 二 1 ,

.2
二 , i 一 1 , i + 1 , … n ) 的两组不同的值

。

求到 y 尹
’ “

后可运 用 区间

y r
, y尹

’ z ”
) 和 ( y 护

’ “ ” , y 尸
’ 5

) 用类似的差值等价法求得 y io
` 2 5 ,

经过多次计 算
,

就可

求得 V i ( y i )
,

i 二 1 , 2 ,

… n 的图线和函数
。

现在讨论标度常数R i的估计
。

令 T 为包括最优值的那些属性集
,

W j和 bj 分别为第 j个属性的

最劣值和最优值
,

例如 T = i
、

j
` 、

R
,

则有 y T = ( w
土 ,

w
: , … ,

w ; , … ,

j
, ,

… w
。

)

V i ( w i ) 二 0 ,

V j ( b j ) = i ,

故有 V ( y T ) = 艺 R j
,

若 T 取单个目标
,

则有V ( y ` j , ) = R j

由 于

j e T

不妨可设 y `。 , > y “ ’ 2
二 ” 。一 ` ’ 。 + ’ .

”
” ’ ,

则有 R Q > 0
。

5 ,

求 y Q使满足
:

( w
, ,

w
: ,

…
, y 。 ,

… w
n

) 一 y ` j , ( j = 1 , 2 … Q 一 1 ,

Q + 一, … n )

n

得到 n 一 1 个等式 R OV O( y o ) = R j及 习 R j = i ,

j = l , 2 ,

…
,

0 一 l ,
0 + 1 ,

…
, n ,

利用
i = 1

这 n 个等式就可求得 n 个标度参数 R i
。

得到上述结果后
,

就可把所有方案各属性的值带进总价值函数 V ( y) 中去
,

计算每个方案价

值 函数的值
,

就可排列得到各方案的优劣次序来
。

三
、

结果与分析

(一 ) 草场质里效益评价

我们选取草场质量效益指标 ( n = 5 个属性 ) 评价草场质量
,

此时有
:

V
,

( 1 2
.

3 3 3 3 ) = O V
:

( 1 6
.

9 ) 二 O V
:

( 2 0
。

6 6 6 7 ) == O V
`

( 8 0
。

9 3 3 3 ) = 0

V
。

( 2 8
.

5 9 3 3 ) = o 和 V
;

( 3 3
。

7 3 3 3 ) = 1 V
Z

( 6
、

0
.

9 6 6 7 ) = 1 V
3

( 8 6
.

5 ) = 1

V
`

( 6 6 2
。

8 6 6 7 ) = I V
。

( 3
.

4 8 6 7 ) = 1

式中
,

V i( i 二 1
, 2 , 3 , 4 ,

5) 分别为 l m
“

株数
, 草层高度

、

覆盖度
、

产草 量及载畜量的价

值函数
,

在求 y {
` “
和 y 呈

. “ “
时

,

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

12,2

yy( y 理
,

( y 兮
. ”

这里 y l 、

y Z ,

y
。 , y ` , y 6

) 一 ( y 全
’ ” ,

y Z , y 3 , y ` , y s
)一 ( y 了

,

y : 、

y 3

和 y ;

均为效益性属性
,

y二
,

y二
,

y :
, y 。

)

y ;
, y
着)

y s

为成本性属性
, 对第一个等式有

:

A =
r

·

iy / y 厂 + y 弓
·

y 孟 / y s

4

对第二个式有
:

B = 兄 y

i = 2

·

y : / iy + y 争
·

y5 / y 二
,

则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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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
` “ =

( A + B ) / 2

将 y 全
’ 5

代入原等式分析
,

若符合实际则采纳
,

否则在 y 呈
’ “

附近继续寻找合适 的值
,

直到

找到满意的 y 兮
’ 5

为止
。

类似地可 以求得 y {
’ 2 ” , y 尸

. 5

及 y 护
’ z ”

i( = 2 , 3 , 4 , 5 ) 的值
,

具

体计算如下
:

1
.

z m
Z

株数 V
I

( y ,
)

y 兮
` 5

由草场 4 与 3 差值等价求得
, y 全

’ “ “
由草场 7 与 9 差值等价求得

,

认 为 4
、

3
、

7
、

9 类草场 y }
. 5 “ 2 5

.

0 7 6 6 y “ . 2 5 = 2 0
.

9 5 0 7与 V
I

( 1 2
。

3 3 3 3 ) = o 及V
,

( 3 3
。

7 3 3 3 ) = l 结合可求得

价值函数为
:

V
,

( ) :
) = 0

.

0 4 7 2 3 6 )
· 1 一 。

.

6 5 0 0 4 ( : 二 o
。

9 5 4 3 6 )

2
.

草层 {高度 V
:

( y Z
)

4
、

3
、

8
、

9 类草场
: y 星

’ ” = 4 4
.

5 5 1 3 8 y 皇
’ 2 ” = 3 1

.

x 0 4 4 7

V
:

( y :
)
二 0

.

0 2 1 9 l l y : 一 0
.

3 9 6 8 4 ( 尹 = 0
.

9 9 0 9 4 )

3
.

覆盖度 V
3

( y 。
)

9
、

2
、

LO
、

1 1类草场
: y g

’ 5 = 5 o
.

3 4 2 1 y 旦
’ 2 5 = 3 8

.

78

V
“

( )
· 3

)
二 :

0
。

0 1 5 2 5 3 y 3 一 O
。

3 12 1 6 ( r == 0
.

9 9 7 2 7 7 )

4
.

产草 }寇V
、

( y 4
)

1 0
、

1 1
、

8
、

9 类草场
: y 呈

’ 5 二 3 9 5
.

8 2 5 3 y 呈
` : 与 二 2 1 4

.

8 0 4 2

V
4

( y `
) = 1

.

6 9 3 0 4 5 E 一 O
。

3 y 、 一 0
。

] 3 5 7 7 7 ( r 二·

0
.

9 9 8 3 0 3 )

5
.

载畜量 V
。

( y 。
)

1
、

4
、

6
、

9 类草场
: y 号

. 5 二 1 0
.

0 2 6 5 y 号
’ 2 “ = 2 0

.

15 7 6

V
。

( y 。
) 二 一 0

.

0 3 7 2 9 3 y 。 + 1
。

。 1 8 0 1 0 ( 7
·

= 一 o
.

9 6 6 6 x C )

由于 ( 1 2
。

3 3 3 3 ,
1 6

。

9 , 2 0
。

6 6 6 7 , s e
。

9 3 3 3 , 3
。

4 8 6 7 ) ) ( 3 3
。

7 3 3 3
,

6 0
.

9 6 6 7 , 8 6
.

8 ,

6 6 2
.

8 6 6 7 , 2 8
.

5 9 3 3 )
,

故有
: y ` 5 ’ > y ` ” 2 ’ “ ’ 落 ’

具体方法为专家评价后
,

但初步估计为 ( 1 2
.

3 3 3 3 + 1 6
.

9 + 2 0
。

6 6 6 7 + 5 0
.

9 3 3 3 ) / 3
.

4 5 6 7

= 3 7
.

5 2 3 5 3 > ( 3 3
.

7 3 3 3 + 6 0
.

9 6 6 7 + 8 6
.

8 + 6 6 2
.

8 6 6 7 ) / 2 8
。

5 9 3 3 == 艺9
.

5 3 C乏3
。

由此可知 R
。

> 0
.

5

用已 介绍的方法可知 R
I = o

.

1 2 0 7 s 7 1 4 8 R
。 ,

R
Z = o

.

1 4 4 3 5 6 3 6 9 R
。 ,

R
。 = o一 5 4 7 8一1 6 R

: ,

R
、 = o

.

z 8 5 7 0 4 9 9 7 R
。 ,

代入
5

乙 R i = 计算得
:

R
工 = 0

.

0 7 5 2 2 7 2 7 6 R
Z = 0

.

() 8 9 9 0 6 3 9 R
3 = O

.

C 9 6 3 9 9 0 4 R
、 = 0

.

1 1 5 6 5 8 6 7 2

R
S = 0

.

6 2 2 8 0 8 6 1 9

现在可用各 V i ( y i )
, i = 一、 2

、
3

、
4

、
5 结合 R i , i = 1 、 2

、

3
、

4
、

5 代入总价值函数式
,

将

表中 n 个草场的数据分别代入得各草场的价值分别为
:

① 0
.

7 6 9 9 9 6 0 8 4 ② O
。

4 0 4 6 0 8 1 0 9 ③ o
。

2 0 1 8 1 3 6 2 9 ④ 0
.

0 3 8 4 4 9 0 8 3

⑤ 0
.

0 1 5 0 0 9 4 5 ⑥ O
。

7 1 3 5 5 3 7 0 1 ⑦ 0
.

8 7 9 9 3 4 7 5 2 ⑧ 0
.

7 6 6 2 8 4 6 9 4

⑨ 0
.

6 19 5 4 3 9 5 4 L O
。

5 1 7 3 0 9 2 6 4 L 0
.

5 7 7 8 9 3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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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各草场质量 效益的优劣次序为
:

7 > 1 ) 8 > 6 > 9 > n > 10 > 2 > 3 > 4 > 5 即
:

山地草甸草场类 > 草甸草原草场类 ) 沼

泽草场类 > 低湿地草甸草场类 > 灌丛草甸草场类 > 疏林草场类 > 灌丛草原草场类 > 干草原草场类

> 荒漠草场类 > 草原化荒漠草场类 > 干荒漠草场类
。

(二 ) 草场 自然效益评价

我们选取草场 自然效益指标 ( n 二 4个属性 ) 评价草场的自然潜力
,

此时有
:

V
l

( 2 7 4 4 ) = O V
:

( 2 3 2
.

6 6 6 7 ) = 0 V
3

( 8
.

7 6 6 7 ) = O V
`

(4
.

0 2 6 7 ) = 0

V
l

( 2 4 7 9
.

3 3 3 3 )
= I V

:

( 6 3 8
.

6 6 6 7 ) = 1 V
3

( 5
.

1 8 ) = I V
`

( l
。

0 7 1 7 ) = i

式中
,

V i( i = 1
、

2
、

3
、

4) 分别为海拔
、

雨量
、

气温及干燥度的价值函数
。

气温 和 干 燥度

根据相关性分析为成本性属性
,

因此其极端值如
_

_

L
。

计算结果为
:

1
.

海拔 V
,

( y :
)

6
、

2
、

5
、

3 类草场
: y 兮

. 5 = 2 1 5 3
.

3 8 7 7 8 4 y 兮
` 2 “ = 1 9 5 5

.

9 14 6 9 2

V
,

( y ,

) = 1
.

3 6 2 9 1 1 6 3 6 E 一 O3 y , 一 2
.

4 0 1 1 6 1 5 6 ( r = 0
.

9 9 7 8 2 9 8 1 )

2
。

降雨量 V
Z

( y Z
)

9
、

7
、

3
、

4 类草场
: y 星

. ” = 4 2 1
.

7 0 8 7 s 5 3 y 翌
. 2 5 = 3 2 8

.

4 7 8 3 3 9 5

V
:

( y Z

)
= 2

.

4 5 7 3 4 7 3 5 3 E 一 0 3 y : 一 0
.

5 5 8 6 5 9 7 9 ( r = 0
.

9 9 9 2 7 7 5 5 9 )

3
。

气温 V
。

( y 3
)

1 1
、

1 0
、

1
、

9 类草场
: y g

’ ” = 6
.

9 2 0 0 3 18 1 6 y 吕
’ “ ” = 7

.

9 13 0 7 0 5 8

V
3

( y 3
) = 一 0

.

2 7 7 0 2 3 7 9 y 3 + 2
.

4 3 0 6 7 2 5 0 2 ( r = 一 0
.

9 9 9 6 8 8 8 1 )

4
.

干燥度 V
`

( y 4
)

3
、

4
、

9
、

i 类草场
: y 旦

’ ” “ 2
.

5 8 3 4 7 1 4 3 6 y 呈
. 2 5 = 3

.

3 3 7 0 9 0 0 7 2

V
4

( y 、
) = 一 0

.

3 3 6 8 1 2 0 7 y 4 + 1
.

3 6 5 3 2 9 8 2 3 ( 尹 = 一 0
.

9 9 9 8 1 7 5 3 )

由分析得 y ` 2 ’ > y ` ” “ ’ 略 ’
故 R

Z

> 0
.

5

由计算得 R
, = o

.

o g 3 4 3 8 9 z s R
Z

R
。 = o一 4 5 0 4 3 8 7 2 R

:
R

、 = 0
.

5 3 8 5 7 2 2 9 R
2

故 R
, = 0

.

0 5 2 5 8 0 7 6 6 R
Z = 0

.

5 6 2 7 2 8 7 5 9 R
3 = 0

.

0 8 1 6 2 0 3 5 8 R
、 = 0

.

3 0 3 0 7 0 1 16 ,

由此

得 n 个草场的价值分别为
:

① 0
.

9 3 0 5 8 19 6 7 ② 0
.

4 1 1 5 7 2 5 0 1 ③ 0
.

0 4 4 9 1 9 9 8一 ④ 0
.

0 7 7 4 4 4 2 7 7

⑤ 0
.

0 2 4 5 7 8 0 4 2 ⑥ 0
.

3 9 3 9 0 8 9 5 9 ⑦ 0
.

9 4 8 1 3 3 2 6 5 ⑧ 0
.

2 1 0 0 7 0 6 7 8

⑨ 0
.

9 2 0 2 5 4 3 4 L 0
.

5 8 6 6 6 3 1 2 @ 0
.

5 8 7 2 2 7 6 9 6

由上述结果可得 n 个草场 自然效益的优劣次序为
:

7 > 1 > 9 > 1 1异 1 0> 2 > 6 > 8 > 4 > 3 > 5

比较质量评价与 自然效益评价的结果可 以看 出
,

两种评价的结论大致相同
,

说明 自然因素为

草场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

从总体上看
,

各草场质量效益的自然潜力得到了较充分的挖掘
,

然而

两种评价的结果也有不 同之处
, 6 与 8 类草场降为较次的草场

, 2 类草场升为中等草场
,

因此相

对来看
, 3

、
4

、
5

、
6

、
8 类草场的自然潜力 已得到充分的挖掘

, 1
、

7
、

g
、

n 类草场仍有

相当的自然潜力
,

而 2 类草场的 自然潜力很大
。

因此
,

在提高草场质量方面
, 2

、

1
、

7
、

9
、

n 类草场具有较大的优势
。

(三 ) 草场综合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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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地区草场效益多 目标评价 5 5

除选用前述 9 个属性外
,

另选利用效益指标 (属性 ) 共 3 个
,

其极端价值函数为
:

V
:

( 1 0
.

9 ) = 0 V
Z

( 4
.

5 ) = O V
、 1

( 2 3
.

6 6 6 7 ) = O

V
,

( 2 4 9 0
.

7 ) = 1 V
Z

( 2 3 0 1 ) = I V
, :

( 6 5
.

6 ) = 1

1
。

草场总面积 V
l

( y ,
)

7 、 1
、

乏,
、

4 类草场
: y 叹

’ 5 = 1 2 7 1
.

9 7 s 6 0 4 y 兮
` 2 “ = 5 4 4

.

0 5 9 8 6 4 5

V
,

( y ,
) = 3

.

9 8 0 2 1 7 1 1 3 E 一 0 4 y ; + 0
.

0 0 7 6 5 9 2 5 4 6 7 6 (
r = 0

.

8 0 6 1 1 3 6 1 )

2
.

可利用面积 V
:

( y Z
)

1 0
、

1 1
、

: )
、

1 类草场
: y 翌

’ 5 = 1 1 3 8
.

2 2 6 6 2 y 旦
’ 2 5 = 9 9 8

.

2 9 8 8 5 4 1

V
:

( y Z
) = 4

.

4 3 2 3 7 s 4 6 4 E 一 o 4 y : 一 0
.

0 5 4 7 1 5 4 5 ( r = 0
.

9 7 6 4一3 5 0 6 )

3
。

海拔 V
3

( y 3
)

8
、

1 1
、

(;
、

7 类草场
: y g

’ “ = 2 4 3 9
.

7 0 6 1 6 y 旦
` z “ = 2 3 9 3

.

3 2 7 9 4 6

V
3

( y 。
) 二 9

.

2 0 3 8 4 7 7 6 7 E 一 0 4 y 3 一 一 6 4 6 3 3 5 6 7 ( r = o
.

7 5 x 2 6 7 7 9 4 )

4
。

降雨量 V
`

( y ;
)

3
、

2
、

1
、

1 0类草场
: y 号

’ 5 = 4 8 8
.

2 1 s 3 8 7 y 呈
` “ “ = 4 6 9

.

9 1 8 5 9 1 4

V
;

( y `
) = 2

.

3 5 2 4 9 9 3 0 8 E 一 o 3 y 4 一 0
.

6 3 8 4 5 7 5 3 ( r = 0
.

9 2 7 2 2 7 2一8 )

5
.

气温 V
S

( y s
)

1
、

7
、 ’

了
、

6类草场
: y 且

· 5 = 7
.

4一4 8 4 1 7 2 8 y g
’ “ 5 = 8

.

5 7 6 0 6 6 8 4 8

V
。

( y s
) = 一 0

.

2 5 3 4 9 4 5 2 y 5 + 2
.

3 3 4 7 5 4 9 4 ( r = 一 0
.

9 7 5 6 6 3 4 9 )

6
.

干燥度 V
。

(y
。

)

8
、

9
、

(3
、

7类草场
: y 昙

’ ” = 3
.

3 7 7 4 7 1 9 8 2 y g
’ “ 5 = 3

.

9 8 6 6 1 5 2 3

V
。

( y 。
) = 一 0

.

2 9 0 5 3 7 0 6 y 。 + 1
.

3 4 2 7 0 3 5 2 ( r = 一 0
.

9 4 9 0 2 5 5 6 )

7
.

l m
Z

株数 V
:

( y 7
)

2
、

3
、

8
、

1 2类草场
: y 零

’
5 = 2 4

.

6 6 1 6 2 2 5 4 y 孚
` z “ = 2 1

.

6 6 7 6 7 5 0 6

V
:

( y :
) = 0

.

0 4 7 3 6 1 0 8 8 y : 一 0
.

6 5 6 4 9 2 5 6 ( 尹 = 0
.

9 78 5 9一9 8 2 )

8
.

草层高度 V
。

( y 。
)

1
、

7
、

;2
、

3 类草场
: y 昙

` 5 = 4 0
.

4 7 6一1 4 1 y 昙
’ “ 5 = 3 0

.

6 5 5 5 4 5 3 7

V
。

( y 。
) = 0

.

0 2 2 9 8 4 3 9 y 8 一 0
.

4 1 8 8 3 1 7 ( r = 0
.

9 9 7 5 3 4 3 9 8 )

9
.

覆盖度 V
。

( y 。
)

4
、

1 0
、

s
、

1 1类
一

草场
: y 吕

` 5 = 7 3
.

1 5 7 3 i 5 y 吕
’ 2 5 = 5 5

.

7 6 6 2 2 3 9 5

V
。

( y 。
) = 0

.

0 1 3 8 1 8 8 6 5 y 。 一 O
。

3 7 9 1 6 1 2 5 ( r = 0
.

9 2 5 5 2 6 1色i )

1 0
.

产草量 V
工 。

( y , 。
)

1
、

7
、

2
、

3 类草场
: y }艺

” 二 3 2 0
。

1 5 8 3 2 0 6 y 兮言
“ 5 = 2 1 3

.

5 0 8 1 9 7 7

V
, 。

( y , 。
二

l = 1
.

7 0 6 1 6 6 9 2 6 E 一 0 3 y , 。 一 0
.

1 0 7 3 9 2 7 8 ( r = 0
.

9 9 5 1 5 7 0 0 3 )

n
.

草场利用率 V
l l

( y l ;
)

6
、

7
、

9
、

1 1类草场
: y 。 ’ “ = 5 6

.

0 9 5 8 5 7 2 3 玉
一 。 ’ z “ = 4 0

.

5 5 2 8 2 0 7 7
1 1 1 1

V
; ;

( y 1 1
) = 0

.

0 2 2 1 4 6 5 8 1 y l ; 一 0
.

5 9 1 8 4 7 5 ( r = 0
.

9 5 3 4 5 3 7 8 2 )

1 2
.

载畜量 V
, :

( ) 工 :
)

2
、

3
、

8
、

1 1类草场
: y {二

5 = 1 6
.

8 2 4 6 i 0 4 9 y 了二
2 5 = 2 6

.

4 7 2 4 9 7 7 8

V
I :

( y : 2
) 二 一 0

.

0 3 6 7 7 9 1 2 y , 2 + 1
.

1 3 0 5 7 6 0 8 3 ( r = 一 0
.

9 8 6 1 5 7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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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可得 y ( 1)> y ( 2,

.3
二

由此
:

R
: = 0

.

2 1 3 2 7 4 8 5 7 R
,

R
3 = 0

.

0 1 2 1 6 3 9 8 5 K
I

R
4 = 0

.

0 1 2 6 8 5 9 1 9 K
:

R
S = 0

.

0 1 2 2 7 0 7 8 1 R I R
。 = 0

.

0 1 3 0 8 5 1 8 K
:

R
: = o

.

0 1 2 6 8 2 0 3 6 K
,

R
。 = 0

.

0 1 3 0 2 6 0 9 7 R
,

R
。 = 0

.

0 1 3 2 5 9 7 7 9 K
:

R
, 。 = 0

.

0 14 8 3 3 5 6 3 K
I

R
: 1 = 0

.

0 1 2 6 9 6 5 0 6 R
I

R
, : = 0

.

0 1 4 8 3 7 6 6 2 K
I

由计算得
:

R
l = 0

.

7 4 3 5 9 5 9 4 8 R
: = 0

.

1 5 8 5 9 0 3 1 9 R
3 = 0

.

0 0 9 0 4 5 0 8 9 9 5 9

R
` = 0

.

0 0 9 4 3 3 1 9 7 9 6 7 R
。 = 0

.

0 0 9 1 2 4 5 0 3 0 3 2 R
。 = 0

.

0 0 9 7 3 0 0 8 6 8 2 9

R
: = 0

.

o o 9 4 3 03 1 0 5 8 4 R
: = 0

.

o o 9 6 8 6i 5 2 9 4 9 R
。 = 0

.

0 0 9 5 5 9 9 1 7 9 3 7

R
, 。 = 0

.

0 1 1 0 3 0 1 7 7 R
, , = 0

.

0 0 9 4 4 1 0 7 0 4 1 7 R
; : = 0

.

0 1 1 0 3 3 2 2 5

代入得 n 个草场的价值为
:

① 0
.

1 0 4 0 9 3 8 ② 0
.

4 8 2 3 0 0 1 5 ③ 0
.

9一3 0 1 4 3 9 ④ 0
.

1 4 6 5 1 6 3 9 9

⑤ 0
.

0 3 4 2 8 9 2 4 2 ⑥ 0
.

0 6 1 8 9 3 8 4 4 5 7 ⑦ 0
.

0 9 6 2 9 2 3 0 9 9 ⑧ 0
.

0 4 4 7 7 2 6 4 7理

⑨ 0
.

0 6 0 5 5 3 6 0 5 8 L 0
.

1 3 5 1 0 9 8 9 8 @ 0
.

0 4 6 7 2 2 3 4 8 5 6

因此
,

总体效益的排序为
: 3 > 2 > 4 ) 10 > 1 > 7 > 6 > 9 > n > 8 > 5 ,

而可利用面积

的排序为
: 3 > 2 > 4 > 10 > 1 > 5 > 7 > 6 > 9 > n > 8 ,

两者相似
。

四
、

结 论

草场效益的多 目标最优化评价
,

是发展畜牧业
,

充分挖掘草场资源潜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
。

上述的分析结果表明
,

黄土高原地区 n 类草场的质量效益
,

自然效益和综合效益的评价结果

是
:

1
.

草场质里效益评价 草甸草原草场类
、

低湿地草甸草场类
、

山地草甸草场类
、

沼泽草场类

为优等草场 ; 灌丛草甸草场类
、

灌丛草原草场类
、

疏林草场类为中等草场
; 干草原草场类

、

荒漠

草场类
、

草原化荒漠草场类
、

干荒漠草场类为劣等草场
。

2
.

草场 自然效益评价 与质量效益评价结论大致相同
,

说明 自然因素为草场质量的重要决定

因素
。

同时对草场的开发利用
、

建设
、

改 良提供了依据
。

黄土高原的荒漠草场类
、

草原化荒漠草

场类
、

干荒漠草场类
、

低湿地草甸草场类
、

沼泽草场类
,

由于放牧利用
,

自然潜力 已得到充分挖

掘
。

因此在草场建设 中
,

首先就得 以改 良天然草场补播优 良牧草为主
。

干草原草场类
、

草甸草原

草场类
、
山地草甸草场类

、

灌丛草甸草场类
、

疏林草场类
,

虽已放牧利用
,

但草场生 产 潜 力 较

大
,

因此在草场建设中
,

首先以封育
、

恢复天然草地植被为主
。

3
.

草场总体效益评价 通过这一综 合评价
,

掌握黄土高原地区草场由于放牧利用过度而退化

严重的类型
,

为草场进一步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

即荒漠草场类
、

干草原草场类
、

草原化荒漠草场

类
、

灌丛草原草场类
,

放牧利用过度
,

退化严重
; 草甸草原草场类

、

干荒漠草场类
、

山地草甸草

场类
、

低湿地草甸草场类
、

灌丛草甸草场类
、

疏林草场类
、

沼泽草场类放牧利用较合理为中等退

化草场
。

(下转 第 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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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地埂利用
6 1

4
.

目前
,

各级经费都较紧张
,

各地一定要管好用好省上下拨的一点经费
,

不得挪用
,

应充

分发挥 自立更生精神
,

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
,

多渠道积资
,

把这项措施尽快推广到陕南
、

陕北和

关中面上去
。

O n t h e u t i l i z a t i o n o f r i d g e

X i a 刀 g L 艺

(泞 o 艺1 a n d 砰
a t e : C o ” 二 e ,

·
: , a t公o n B 。 , e a u o

f s 无a a n ` i p 俨 。 沙区n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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