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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lakeside wetland in Nanjing,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lakeside wetland from two aspect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evaluation 
index	selec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nd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ore perfect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 innovative evaluation index selection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d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index	weight.	By	combining	the	expert	experience	and	the	scient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lakeside	wetl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are determined. Finally, selecting the indicators and using hierarchical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indicators	can	improve	the	lakeside	wetland	environment.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iverbank lakeside wetland environment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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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南京市河岸湖滨湿地为例，从数据采集处理和评价指标选择两个方面探讨了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面
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分析了数据采集和处理的不足、讨论了评价指标的选择。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更
完善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创新评价指标选择方法，并提出指标权重的改进确定方法。通过结合专家经验，利用多指标
综合评价方法，确定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行指标选择、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等方法，可
以提高河岸湖滨湿地环境。最后总结了目前研究成果，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南京市河
岸湖滨湿地环境的评价和管理提供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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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水资源和湿地环境在城市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岸湖滨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功能，对城市居

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然而，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南京的河岸湖滨湿地面临着水污染、

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重威胁。再过去的几十年

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城

市污水的排放，以及土地复垦、围湖修建等土地利用变化，

严重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完整性。科学评价

河岸湖滨湿地的环境质量，可以为湿地保护与恢复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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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为决策者制定有效的湿地保护政策提供支持。评价指

标体系的研究还可以深入剖析湿地生态环境问题，为湿地生

态系统的管理与修复提供技术支撑。准确和全面的环境评价

结果有助于向公众传达河岸湖滨湿地的生态环境状况，从而

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河岸湖滨湿地是城市与

水的交汇点，蕴藏着丰富的生态环境和重要的生态功能。研

究河岸湖滨湿地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于维护城市生态平

衡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全面

了解湖滨湿地的环境状况，为湖滨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支持生态城市建设，推广跨学科、创新的方法，对

于维护生态平衡、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2 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问题

2.1 数据采集与处理的问题
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是数据采集。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直接影响评价结

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需要

解决的数据采集问题。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必须确保数据源的可靠性，并确

保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符合科学规范和实验要求。还应参考

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为数据处理问题提供更多的参

考，以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2]。

2.2 评价指标选择的问题

2.2.1 评价指标选择方法的不足
在评价指标选择过程中，往往只考虑了部分指标，忽

视了与湖滨湿地环境相关的其他重要指标，导致评价结果的

不可靠性、不完整。例如，在河岸湖滨湿地的评价中，常常

只关注水质指标，而忽略了生物多样性指标、土壤质量指标

和景观指标等其他重要的评价指标。传统的评价指标选择方

法主要依靠专家经验和主观判断，容易受到个体主观偏好和

知识水平的影响，导致评价指标选择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和不确定性。湖滨湿地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评价指

标也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和更新。然而，现有的选

择评价指标的方法往往只考虑短期的环境状况，忽视了未来

的变化趋势 [3]。

2.2.2 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
在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指标权重

的确定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信度。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挑战。

一方面，缺乏确定权重的统一方法。目前的研究还没

有统一的权重确定方法来构建河岸和湖滨湿地的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一些研究采用主观加权法，依靠专家经验和主观

意识，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然而，一些研究采用客观

加权方法，如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缺乏针对河岸湖滨湿地权重确

定的研究：河岸湖滨湿地的特征与其他生态系统不同，因此，

在确定权重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域特征、生态功能以及环境容

量等因素。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数据处理方法，以提高

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4]。

3 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对
策建议

3.1 完善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了提高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中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可以利用遥感技术

获取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数据。同时，可结合 GPS 定位技术，

进行现场调查和采样，获取湿地内不同区域的地理坐标和相

关环境因子数据。例如，在野外采集的土壤质量数据可以提

供湿地土壤的养分含量和排泄物含量等相关信息。还可以采

集水质指标等数据来评估湿地水体的污染程度。建立长期监

测站，定期进行数据采集和更新，可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

准确性。

改进数据处理的方法和技术。通过采用遥感和 GIS 技

术获取空间数据、运用填补和插值技术处理数据、引入模型

和算法来辅助数据分析与处理，可以改善河岸湖滨湿地环境

评价的数据处理方法和技术，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5]。

3.2 创新评价指标选择方法
介绍了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河岸湖滨湿地的环

境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全面反映湖滨湿地环

境的综合状况，传统的单一指标评价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

求。引入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构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重

要途径之一。通过合理选择指标、确定权重，采用综合评价

模型进行评价，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为湖

滨湿地环境的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6]。

根据专家经验选择指标。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

程中，结合专家经验进行指标选择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专家

经验在评价指标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从实践经验和

专业知识出发，对不同的指标进行判断和选择。为了结合专

家经验进行指标选择，我们首先进行了文献调研和实地调

查，梳理了与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相关的专家和学者。我

们邀请了一批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参与评价指标的评

选。这些专家包括河岸湖滨湿地生态学、水资源管理、环境

工程等领域的学者和行业专家。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包括问

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与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通过

总结和分析专家意见，我们制定了一份包括多个方面的评估

指标候选清单。我们要求专家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对每

个候选指标的适用性和重要性进行打分。通过专家投票，我

们得出了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根据专

家经验选择指标可以有效提高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但仍存在

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进行指标选择时，还应

注意对专家观点的合理权衡和取舍，同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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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改进
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是构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关键环节。AHP 方法是一种

常用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它基于比较判断的原理，可以

量化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使用 AHP 方法确定指标

权重的优点是可以考虑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灵活调

整权重，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准确。然而，在实际应用中，

有必要结合具体数据和实证研究，不断优化和改进权重的确

定方法，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使用专家评分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河岸湖滨湿地环境

评价中，专家评分法是确定评价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常用且有

效的方法。该方法通过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的专家们对每个评价指标进行评分，指导整个指标体系的构

建。结合专家打分法能够有效地确定河岸湖滨湿地环境评价

指标的权重，从而提高环境评价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然而，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仍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方

法，并结合其他评价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以进一步提高评价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8]。

4 结论与展望

南京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我们尝试构建了南京市河岸和湖滨湿地环境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并对现有的湿地保护和管理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评

价。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提高数据采集

与处理的效率，进一步完善湿地保护和管理措施。这些研究

成果为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9]。

本研究在构建南京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面临着数

据采集困难、评价指标选择不准确、指标权重确定主观性强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在数据

采集方面，建议加强南京市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提高数据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在选择评价指标方面，建议引入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等更科学的方法，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同时，结合专家的意见和经验，可以采用评分法进行

指标选择，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最后，在指标权重的确

定中，建议结合专家意见，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定量方法，提

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10]。通过采取这些对策，可

以为南京市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可行的评价指导 [1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河岸湖

滨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仍有

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方向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深化对湿

地生态系统的理解，评估湿地生态服务价值，探索湿地修复

技术，研究湿地管理和保护政策，可以为湿地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建议和决策支持。这些研究方向将

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机遇和前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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