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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防治土壤盐碱化的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管理模型的一般结构进行了描述，重点介绍了国内防治土壤盐

碱化的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管理模型及其优化方法的研究现状，对代表性文献进行了评述。分析了联合管理

模型中存在的不足，并就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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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土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一种土壤类型，是

一 种 重 要 的 土 地 资 源。 全 世 界 约 有 盐 碱 地

9GSS 亿 B<!，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干旱地区，主要集中

在欧亚大陆、非洲、美洲西部。我国盐碱土地资源总

面积约为 998" 万 B<!，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

内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沿海地带。土地盐碱化问题

不但造成了资源的破坏、农业生产的巨大损失，而且

还对生物圈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表现出环境和经

济两方面的危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水土资源的紧

缺，如何最优地利用现有水土资源，改良利用盐碱

地，防止土壤盐碱化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践证明，造成灌区盐碱化的根本原因是灌溉用水

过量，在排水不畅的条件下，地下水补给量大于排泄

量，地下水位大幅度上升，潜水蒸发加剧，造成表土

积盐。因此，消除或防治灌区土壤盐碱化的关键问

题是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要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优化运用，控制和减

少过量的地表用水，适量开采地下水，才能调控地下

水埋深在适宜动态，根层土壤的盐渍度在作物耐盐

度临界值以内；盐分动态达到年内及多年平衡，防止

土壤积盐和渍涝。

@ 模型的结构

!$ 世纪 F$ 年代以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系

统分析和模拟技术，提出了不少防治和改良盐碱地

的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管理模型。总体来看，目前的

管理模型均可分为描述水资源系统水（地表水、土壤

水、地下水）、盐特性的物理子模型，表达管理目标及

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约束的管理子模型以及两者之

间的耦合方法三部分。其中，物理子模型因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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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方法不同分为集中参数模型和分布参数模

型。集中参数模型根据区域地下水均衡原理，将地

下含水层处理为地下水库，各水文参数和水文地质

参数都取均值进行模拟计算。分布参数模型将研究

区域按一定规则剖分为若干子区，各子区的参数分

别取不同值，采用有限差分法和有限元法进行地下

水动态和溶质运移数值模拟。管理子模型一般是以

供水经济效益最大或供水费用最小作为单一目标。

物理子模型与管理子模型的耦合方法包括模拟方

法、嵌入法和响应矩阵法。模拟方法应用物理模型

对不同决策变量的响应函数，建立一组非线性方程

组，迭代求解。基于嵌入法概念的耦合方法是将整

个物理模型（地表水盐、土壤水盐、地下水盐模拟）作

为等式约束直接加入到优化模型中，或作为状态转

移方程加入到依时序决策的动态规划问题中。一般

的集中参数模型由于描述物理系统的方程简单，都

可以以约束形式嵌入到优化模型中，成为物理可行

约束，是目前最经常采用的耦合方法。响应矩阵法

是一种间接方法，先通过运行物理模型求得单位脉

冲作用下系统的响应矩阵，然后在优化模型的约束

条件中通过卷积分表达决策与系统响应的关系。

! 模型的优化方法

根据所采用的优化方法不同，防治盐碱化地表

水地下水联合管理模型可分为：线性规划模型、非线

性规划模型、动态规划模型、模拟模型和大系统分解

协调模型等。优化模型中的目标函数通常为水资源

（地下水、地表水、客水）联合利用运行费用最低、产

值最大、年内供水净效益最大等；约束方程包括：水

量平衡约束、需水量约束、可供水量约束、工程容量

约束、耕地面积约束、地下水埋深约束、含盐量约束、

工农业产值约束、水质约束以及非负约束等；决策变

量为时段地下水开采量、地表水引水量、客水供水

量、排水量、人工回灌水量以及作物种植比例等。

! !" 线性规划模型

刘昌明等［"］以地下水埋深作为主要环境控制变

量，利用线性规划方法确定地下水、地表水和调水量

的最优用水方案。王根绪［#］提出把灌区优化利用水

资源同当地水盐状态特征结合起来的水盐区分法。

依据土壤水盐特征把灌区划分为不同的分区，各分

区作为独立的水资源用户，建立以改善或充分利用

水盐环境的水资源优化利用模型，组成灌区多目标

的 $% 模型集，得到以土壤水盐状态指导灌溉的优化

配水方案。路梅［&］建立了旱、涝、碱综合治理线性优

化模型，考虑各种水源的来水、农业费用、工农业及

人畜生活用水、各类工程的容量等约束，以确定不同

年型各区域的作物种植优化布局和各种水源的取

（排）水优化方案。邵景力［’］运用响应矩阵法将地下

水数值模拟模型与线性管理模型耦合，构建了地下

水地表水联合调度多目标管理模型。王文科［(］在水

资源线性优化模型中，考虑了城镇生活用水、农村生

活用水、工业用水、农田灌溉用水、生态环境用水和

洗盐用水多个用水部门，计算了不同水平年、不同单

元防止土壤盐渍化的地下水地表水配水比例。

! !! 非线性规划模型

彭世彰［)］提出井渠结合灌溉的非线性管理模

型，该模型在约束条件中考虑了调蓄土壤计划湿润

层内的储水量至适宜范围，分析了地面水、土壤水和

地下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转化，将地下含水层作为

水库进行地下水位调节计算，使模型具有调蓄地面

水源、土壤贮水层和地下含水层的能力。此后，又将

作物临界土壤含盐量概念应用于防治土壤盐碱化的

非线性规划灌排模型［*］，求得不同年型的灌排水量、

淋洗水量、作物生长季节土壤盐分动态变化及地下

水位年内调控过程。代涛［+］建立了防治土壤次生盐

碱化的排水优化非线性规划模型，约束条件中对土

壤盐分和地下水进行平衡计算，将作物临界含盐量

和地下水临界埋深结合在优化模型中，计算了地表

水地下水引排水量、土壤盐分变化、地下水位变化和

淋洗定额。

! !# 动态规划模型

蔡林根［,］考虑了季雨量的随机性，选择季雨量

和含水层蓄水量作为状态变量，建立了随机动态规

划模型，求得了各季最优抽水、引水量策略以及初始

地下水位和抽水量的概率分布。徐玉佩［"-］分别以

二维地下水运动基本方程和地下水均衡方程为系统

方程，建立了两种动态规划优化模型，计算了多年最

优总开采量、各年最优控制水位、各年相应开采量及

最优井渠用水比。陈喜［""］建立了水盐平衡动态规

划及灌排工程体系合理配置的优化模型，该模型以

各时段的水盐平衡方程作为状态转移方程，对整个

区域内未来 "- 年引用地表水量、开采地下水量以及

相应的配套水利工程井、渠、沟、站进行了规划。张

展羽［"#］以淡水资源不足地区利用含盐劣质水灌溉

为研究对象，根据作物生长对土壤水盐状态的动态

响应函数，建立了节水、控盐灌溉制度动态规划设计

模型。吕祝乌［"&］建立了咸、淡水交替灌溉的水盐调

控动态规划模型，首先根据各生育阶段的水盐敏感

指标，用动态优化方法求解各生育阶段的最优灌溉

制度；然后利用土壤水分运动方程模拟各时段末的

水分含量，根据设置的土壤含水量的标准值，将已分

配到每个生育阶段的水量再重新分配到每个标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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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以适应各时段内的水分亏缺，最终得出作物全

生育期最优的淡水、微咸水水量分配方案。

! !" 模拟模型

袁宏源［"#］提出了一个仅含 # 个参数的数学模

型来模拟灌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运动及水量平衡。

首先，借助于历史观测资料，优选出一组参数；然后

利用这组参数及人口合成的随机水文系列来预测未

来的地下水位变化趋势，研究最优渠灌及井灌比例

和灌区的规模。汪林［"$］采用国际地下水模型中心

（%&’(&）的三维地下水有限差分模型，计算了灌区

浅层地下水资源量、补排组构和可利用量，动态模拟

了不同规划水平年在不同引水灌溉条件及地下水埋

深控制标准下的引、排水方案。尹大凯［")］运用美国

盐碱地改良实验室开发的 *+,-./ 程序，对麦套玉

米地进行了多种灌溉方案下的一维水盐运动数值模

拟，研究了基本灌溉模式、井渠结合灌溉模式的改变

对不同程度盐碱地改良的效果，并且建立了三维地

下水非稳定流模型，用 012345(6,786’ 软件对研究

区域的 # 种灌溉方案进行了数值模拟。

! !# 大系统递阶管理模型

石玉波［"9］将水库与地下含水层构成的联合运

用系统表达为分布参数系统，提出用联合运用系统

的广义响应函数来描述系统对各类决策的响应，并

建立递阶优化模型。递阶级对公用水资源进行分配

并根据反馈信息修正分配方案，下级各子系统在递

阶级确定的地表水分配量前提下决定子系统地下水

开采与回灌计划。齐学斌［":］采用大系统分解协调

算法，建立了引黄水、地下水联合调度大系统递阶管

理模型，包括地下水系统管理模型、系统供水量协调

模型、用水系统管理模型、水资源系统和用水系统的

总协调模型，以确定引黄水、地下水在各计算分区的

最优配水以及作物最优种植面积。

! !$ 其他模型

近几年来，对策论、灰色理论、模糊理论、神经网

络理论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等方法在地表水地下水联

合运用防治盐碱化的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

用，多种优化方法的组合模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贾全昌［";］把井渠灌溉调配问题归结为多目标的灰

色局势决策，首先计算不同调配方案对应的目标值，

构造效果测度矩阵和多目标决策矩阵，然后从优化

决策矩阵中选择决策。陈喜［<=］把信息处理与计算

模型相结合，研制出适用于引黄灌区的水资源决策

软件。首先进行资料处理，输入区域内的气象、水

文、水文地质、地理、地貌、经济等资料，形成数据库；

然后调用上述资料，运用参数优选模型，求得有关水

文地质参数；运用运行模型便可进行预测预报，如根

据研究区内进出水量水质，可预测地下水信息（地下

水位、地下水矿化度的变化过程）、土壤信息（土壤含

水量、土壤含盐量）、工程运用信息和灾害信息。周

维博［<"］根据影响灌区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因素，建

立井渠结合灌区神经网络 >? 模型，进行灌区地下

水动态预报。

% 模型的发展趋势

随着盐碱化防治问题的深入，如何克服常规数

学规划方法的局限性，使数学模型既能反映复杂系

统的真实情况，又便于计算求解和实践应用，已成为

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 !& 土壤水盐动态模拟与管理模型的耦合

盐渍土的水盐动态模拟是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运

用防治盐碱化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目前比较成熟

的水盐平衡模型是以区域水盐收支平衡为基础，宏

观地从水盐来源来表示水盐动态变化，其表达式简

单，便于对复杂的大范围水盐运动过程及其规律进

行宏观性的量化，因此常被作为区域综合治理和水

盐调控的科学依据。上述防治盐碱的水资源管理模

型中，大多将地下含水层水量均衡方程或地下水运

动方程作为等式约束或状态转移方程加入到水资源

管理模型中，仅从控制地下水位单方面来防治盐碱，

而少有利用土壤水盐平衡方程和地下水盐分平衡方

程增加对土壤储水量、土壤含盐量和地下水矿化度

的调控。此外，与微观的水盐运移模型相比，水盐平

衡模型只能提供区域的总体信息，而不能反映水盐

在土壤—作物—大气连续体中的物理过程，揭示水

盐运移的本质。因此，笔者认为应在地表水地下水

联合运用中考虑更多的水盐调控因素，将土壤水盐

平衡方程或运动方程以及地下水盐平衡方程或运动

方程与水资源管理模型耦合，使建立的模型对联合

运用系统的刻画更精细，更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系统

的特性，更多方位、更有效地调控土壤水盐，防治土

壤盐碱化。

% !! 发展节水控盐用水模型

农业灌溉是我国用水最多的部门，发展非充分

灌溉、合理利用含盐劣质水、建立节水型农业是必然

趋势。目前所建模型中，大多利用水分生产函数供

优化决策之用，不涉及土壤盐分对作物生长及产量

的影响，只能用于淡水资源丰富地区。事实上，作物

—水—土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作物产量不仅与灌

溉水量有关，还与灌溉水含盐量、土壤含盐量、地下

水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作物水盐生产函数综

合反映了作物对土壤水分和盐渍度的敏感性随生长

发育阶段不同而变化的基本现象，因此更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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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导淡水资源紧缺地区的含盐劣质水灌溉以及盐

渍化地区的灌溉制度优化管理。

! !! 引入随机规划方法

由于联合运用问题涉及河流来水、降水量等随

机因素，系统参数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防治盐碱

化的地表水地下水优化管理中引入随机规划方法与

风险分析技术，可以更真实地逼近实际系统。目前

的随机规划只能处理极为有限的系统输入或参数特

性等随机因素，在此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的研究。

! !" 多目标交互式管理模型的研制

上述所建模型大多以灌溉净效益最大、工程运

行费用最小或水资源消耗量最小为单一的目标，而

实际上大规模的水资源联合运用往往还需要考虑社

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多目标规划。深入

研究水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定量关系，建

立防治盐碱多目标管理模型是今后的研究趋向。在

对多目标模型进行优化时尚有两个技术关键有待研

究：实用有效的多目标优化模型的求解方法；如何从

众多的非劣解中求解最佳满意解，并有机地融入决

策者的偏好。

! !# 重视流域尺度防治盐碱化研究

目前，国内防治盐碱化的水资源联合管理模型

大多以集中参数物理模型为基础，用水量平衡方程

对地表水地下水系统进行描述。虽然，集中参数模

型对资料要求不高，地表水地下水转化关系简单，但

由于状态变量以含水层系统的平均水位代表，因此

只能用于较小区域均质含水层或经概化处理后的规

划问题。相对而言，国外近年来在分布参数地下水

模型方面的研究发展较快，联合管理模型大多将有

限差分数值模型作为地下水系统的物理模型，并应

用响应函数模拟河流与地下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

系，广泛用于大规模、非均质、复杂地下含水层系统

与地表水系统（河流!含水层系统和滨海区域）的联

合管理［""!"#］，从区域水环境的宏观角度拓展了盐碱

化防治的研究领域。不足之处是该方法对资料要求

较高，与集中参数系统比较，地表地下水水力联系的

描述以及物理模型和管理子模型的耦合较难。

! !$ 开展盐碱化防治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防治盐碱化水资源优化管理通常具有多维性、

多功能性和多目标性，并带有不确定性参数，属于典

型的半结构化问题，依靠单纯的模型尚不能很好地

解决实际问题。决策支持系统是以辅助半结构化或

非结构化决策过程为特征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能为

决策者提供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和背景材料，帮助明

确决策目标和进行问题的识别，建立、修改决策模

型，提供各种备选方案，并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价和优

选，可以通过人机反复对话，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

为正确决策提供有益的帮助。同时，随着各种数据

采集和通讯系统如 $%（&’%，&(%，)%）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防治盐碱化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必将成

为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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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间相关性的差异，说明物质的沉积经历了重力分

离、水动力作用等过程。

参考文献：

［!］朱广伟，秦伯强，高光，等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沉积物

中磷的形态及其与水相磷的关系［#］" 环境科学学报，

$%%&，$&（’）：’(!!’(("
［$］张路，范成新，池俏俏，等 "太湖及其主要入湖河流沉积

磷形态分布研究［#］"地球化学，$%%&，’’（&）：&$’!&’$"
［’］李军，刘丛强，王仕禄，等 "太湖五里湖表层沉积物中不

同形态磷的分布特征［#］" 矿物学报，$%%&，$&（&）：&%)!
&!%"

［&］吴丰昌，白占国，万国江，等 "贵州百花湖沉积物中磷的

的再迁移作用［#］"环境科学进展，!**+，&（’）：)(!+!"
［)］,-../01/,2 3 4" 567689:;6<= 9> ? @6AB6<=C?8 6D=E?F=C9<

;6=G9H >9E HC>>6E6<= >9E;@ 9> :G9@:G9EB@ C< ;?EC<6 @6HC;6<=@
［#］" IC;<98 JF6?<9KE?:G，!**$，’L（L）：!&+%!!&($"

［+］,-../01/,2 3 4" ME9DN:?E?H9D >9E MOME6HCF=C9<［ #］"
0?=BE6，!**&，’L$：$$&!$$)

［L］潘成荣，姚凤云，汪新民 "“引江济淮”输水干线浮游藻类

与水体质量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
［(］安徽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项目组 "安徽省生态环境现状

调查［,］"合肥：安徽省环境保护局，$%%$"
［*］安徽省地表水环境容量核定项目组 "安徽省地表水环境

容量核定［,］"合肥：安徽省环境保护局，$%%)"
［!%］金相灿，屠清瑛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P］" 北京：中

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1*(’&!((，土壤有机质测定法［Q］"
［!$］李悦，乌大年，薛永顺 "沉积物中不同形态磷提取方法

的改进及 其 环 境 地 球 化 学 意 义［#］"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R!L（!）：!)!$%"
［!’］隋桂荣 "太湖表层沉积物中 JP、.0、.M 的现状与评价

［#］"湖泊科学，!**+，(（&）：’!*!’$&"
［!&］陈敬安，万国江 "云南程海现代沉积物理环境纪录研究

［#］"矿物学报，$%%%，$%（$）：!!$!!!+
［!)］姚书春，李世杰 "巢湖富营养化过程的沉积纪录［#］"沉

积学报，$%%&，$$（$）：’&’!’&L
［!+］孙惠民，何江，吕昌伟，等 "乌梁素海沉积物中有机质和

全氮含量分布特征［#］"应用生态学报，$%%+，!L（&）：+$%!
+$&

［!L］翁焕新 "河流和海陆交汇带现代沉积磷的环境地球化

学［#］"地球化学，!**)，$&（Q）：!!*!!$)"
［!(］黄丽娟，常学秀，刘洁，等 "滇池水!沉积物界面氮分布特

点及其对 控 制 蓝 藻 水 华 的 意 义［#］" 云 南 大 学 学 报，

$%%)，$L（’）：$)+!$+%"
［!*］李宁波，李原 "洱海表层沉积物营养盐的含量分布和环

境意义［#］"云南环境科学，$%%!，$%（!）：$+!$L"
［$%］2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Q］"

（收稿日期：$%%+!%+!$(

!!!!!!!!!!!!!!!!!!!!!!!!!!!!!!!!!!!!!!!!!!!!!!!

编辑：徐 娟）

（上接第 * 页）

［$!］周维博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在井渠结合灌区地下水动

态预报中的应用［#］" 西北水资源与 水 工 程，$%%’，!&
（$）：)!*"

［$$］I/I3JSS I #，2J,/IT43 Q P" QC;B8?=C<K :GN@CF?8 :E9F6@@6@
?<H 6F9<9;CF U6G?7C9E C< @?8C<6，CEECK?=6H ?KECFB8=BE6：;9H68
H67689:;6<=［#］"V?=6E ,6@9BE ,6@，!**%，$+（L）：!’)*!!’+*"

［$’］WXIIX#T 3，YXZT4T2TI W" J:=C;?8 ;?<?K6;6<= 9> ? F9?@=?8
?ABC>6E C< @9B=G6E< .BE[6N［ #］" # V?=6E ,6@9BE M8<K ?<H
PK;=，!**+，!$$（&）：$’’!$&&"

［$&］0J1T 0，2-M.X X 5" QC;B8?=C9< 9> ,6KC9<?8 S89\ ?<H
Q?8C<C=N T<=EB@C9< C< ?< T<=6KE?=6H Q=E6?;OXABC>6E QN@=6; C<
49?@=?8 ,6KC9<：Q9B=G\6@= ,6KC9< 9> 1?<K8?H6@G［#］" 2E9B<H
V?=6E，!**L，’)（)）：L(+!L*+"

［$)］MXP/IX 2 /" P?<?K6;6<= P9H68 >9E 49<]B<F=C76 -@6 9>
49?@=?8 QBE>?F6 V?=6E ?<H 2E9B<H V?=6E［#］" # V?=6E ,6@9BE
M8<K ?<H PK;=，!**(，!$&（’）：!$*!!’*"

［$+］WX3X0 1，PT2-/I X P" #9C<= ;?<?K6;6<= 9> @BE>?F6 ?<H
KE9B<H \?=6E @B::8C6@［#］" 2E9B<H V?=6E，!***，’L（$）：$!&!
$$!"

（收稿日期：$%%+!%*!%( 编辑：傅伟群）

·简讯·

以大型海藻为填充的

养殖污水净化装置研制成功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鹏完成的

以大型海藻为填充的养殖污水净化装置于 $%%L 年 +
月 !’ 日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根据大型海藻的生物学特性，该装置以实用化

和半自动化连续运转为目标，具有光、温、营养盐、气

体交换等培养条件的调节控制系统，能进行半连续

或连续培养并具有较高的光能利用率。

该发明有如下优点："筛选了适合作为填充的

大型藻类（龙须莱、孔石莼、裙带莱），并设计制造了

适合于养殖污水净化和大型藻高密度培养的光生物

反应器。#管路上安装有制冷泵、水泵，制冷泵用于

制冷海水，调节水温。可以在总出水管处取样分析

水质，不达标污水随即流入进水管。动力水泵把水

从底部提升到顶部，重复循环。$设有空气泵，可以

给海水充气。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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