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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

2000
2010
2020
2050

=

0. 064 400 0. 107 733 0. 005 650
0. 039 152 0. 350 427 0. 027 439
0. 026 030 0. 483 209 0. 085 568
0. 047 438 0. 596 739 0. 648 092

在不同方案下的承载能力隶属度为( 未归一化)

U's =

A1 +B2 +C1
A1 +B2 +C2
A2 +B1 +C1
A2 +B1 +C2

=

0. 016 643 0. 426 165 0. 278 256
0. 024 813 0. 423 514 0. 301 450
0. 043 047 0. 529 629 0. 207 108
0. 065 657 0. 527 827 0. 227 985

再采用表 3 中的综合指标权重数据，即可得到西
北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模糊识别评判结果，在不同年
度下和在不同方案下分别为
Ua = ( 0. 005 146 0. 053 706 0. 114 305 0. 563 742) T

Us = ( 0. 162 679 0. 175 576 0. 182 791 0. 194 733) T

从模糊评判结果可见，从 2000 年到 2010 年、
2020 年、2050 年各个阶段，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
经济发展系统的评价指数隶属度呈现明显的递增趋
势，说明现在施行的退耕还林与林草覆盖工程是有
效的，将使张掖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逐
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在水资源承载状况中，综合
评价指数在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0. 005 和
0. 05，实际上已临近极限不可承载状态，其他因子
评价指标值各年度均为 0，属于不可承载范畴。这
意味着由于过高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张掖地区
水资源子系统实际上已处于超载状态，并在短时期
内难以有显著改观。而 2050 年水资源承载状况综
合指数达到了 0. 56，也说明水资源承载状况的明显
改善，已达到可承载状态( 见表 4 ) 。各个发展方案
下水资源承载状况综合指数很接近，原因是不同方
案均较全面地考虑了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等，其中 A2 + B1 + C2 方案相对来说评判指标值较
高，则说明了采用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严格控制
人口增长和林草面积发展的方案可使水资源承载状
况组合相对较好，使得经济、社会和生态能够协调
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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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城市综合节水技术开发与示范成效显著

近日，科技部社发司在北京组织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城市综合节水技术开发与示范”项目进行了验收。验
收组专家对项目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项目突破了城市综合节水规划、城市综合节水技术标准
体系构建、供水厂节水型净水工艺设计与控制等一系列关键
技术; 提出了城市良性水循环新思想和多水源、多用户的水
量水质平衡的节水新理念，协调了城市节水的经济成本、资
源效益与环境影响，开发了城市综合节水规划方法; 建立了
城市综合节水规划与管理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多水源多用户
水量水质平衡模型，提升了数据管理与规划辅助能力，解决
了水源与用户之间的水量水质匹配问题; 开发了次氯酸钠、
二氧化氯、紫外和膜滤等排泥水安全回用预处理关键技术，

确定了操作参数及运行条件; 建立了城市供水厂综合节水模
型，实现了对净水工艺和回收系统的节水评价，确定了供水
厂节水的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提供水厂运行方案; 开发了
供水管网漏失监测、预警、控制的关键技术、设备及优化运
行系统，构建了供水管网漏失实时监测、合理预警、有效控
制与科学管理的成套技术并形成了实际应用方案; 开发了分
散式污水处理与用户端节水的关键技术、设备及器具，构建
了自选费率阶梯水价计费技术支撑平台。项目在深圳开展示
范，为创建节水型城市和增强城市可持续能力提供集成技术
与系统方案，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城市综合节水模
式和经验。
( 摘自“中国水利 国际合作与科技网”201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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