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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有许多种，主要有灰色关联法、层次分析法、专

家系统法、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

法[1_2]。

模糊综合评价主要考虑到人们对一个受多种因

素影响的事物评价不是简单的“好不好”或“是不是”

等，而是采用模糊语言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评价；另

外，模糊综合评价注重各因素在评价目标中的重要性

排序[3_5]。可见，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既有效，且简

单易行。本文拟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关中灌区改

造工程综合效益进行评价。

2．1模糊综合评价

设选定一个模糊向量(即为权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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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糊合成运算可得综合评判结果为：

B=(61，62，⋯，6。，)

≯_E薹险

B=A·R (2)

2．2综合评价分析

由判断矩阵和评语集就可以得到评价项目的总

评语和分项评语。综合模糊评价的整个过程可以用

图1来表示。

3灌区改造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立

3．1一般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灌区灌溉工程系统的特点，建立如图2示的

灌溉工程一般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该体系是根据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中涉及的

主要指标建立的，由社会性指标、资源性指标、经济性

指标、技术性指标和环境性指标5大类指标系统、23

项指标组成。指标体系有软性指标和硬性指标两类，

是一个群决策的过程。

(1)第1类——社会性指标。社会性指标是指

灌溉工程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包括农业增产效

益、农民增加收入、提高人员素质、抗御旱涝灾害能力

增强、推进民主化进程等7项指标。社会性指标有直

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指标，有可用货币表示的指标，也

有难以用货币表示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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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模糊综合分析评价流程图

(2)第2类指标——经济性指标。经济性指标

包括灌区管理部门的收益和灌区群众的收益两方面。

有的指标既可作为经济性指标，也可作为社会性指

标，归结到经济性指标只设了工程投资、工程管理运

行费、经济内部回收率、单方水粮食生产量4项指标。

(3)第3类——资源性指标。资源性指标是指

灌溉工程在水资源利用和节水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包

括有效灌溉面积、节水灌溉面积、旱涝保收灌溉面积、

灌区用水量、新增调蓄库容、工程完好率6项指标。

(4)第4类指标——工程技术性指标。工程技

术性指标是考核灌区灌溉管理水平的指标，包括渠系

水利用系数、田间水利用系数、灌溉水利用系数共3

项指标。

(5)第5类指标——生态环境性指标。生态环

境性指标是指灌区农田小气候变化、土壤改良以及植

被改善，共3项指标。

3．2关中灌区改造工程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上为灌溉工程一般综合效益评价指标，基本上

包括了影响工程效益系统各方面的主要指标。通常

情况下指标的数量越多，其覆盖面就越大，但指标的

信息重复较多[6]。所以本文将从陕西省关中灌区改

造工程的实际出发，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依托灌

区工程改造，提高灌溉水利用率，以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促进灌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达到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的目标。从指标能够反映灌区改造的成果、具

有代表性、可比性、易于量化及获取的难易程度出发，

对上述指标进行筛选，保留其中的8个指标，得到关

中灌区改造工程效益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如图3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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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根据灌区灌溉系统的特点，选用模糊综合评价方

法，对关中灌区改造工程世行贷款项目效益进行了综

合评价，得出以下结果。

(1)建立了灌溉工程一般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

系，该指标体系由社会性指标、资源性指标、经济性指

标、技术性指标和生态环境性指标5大类指标系统中

的23项指标组成。

(2)根据关中9大灌区改造项目的实际，对上述

23个指标进行了筛选，得到了8项评价指标，形成综

合评价模型。

(3)通过模糊分析计算，说明灌区改造后将使灌

区效益综合指标上升了一个级别，即从合格级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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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强化监督管理工作。遏制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大规

模建设，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山区各类开发建设项目达

2．40×105处，每年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200 km2

多，弃土弃渣1．80×108 m3，大量的土石渣占压耕地，

毁坏水利水保工程设施，每到汛期，顺水而下，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

因此，强化监督管理工作，对资源开发和生产建

设活动，依法开展监督，全面实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批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特别是对重点开

发建设项目，要加大检查、督查力度，以有效遏制人为

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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