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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气候中心、广东省气象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华、张羽、杜尧东、李路遥、张柳红、柳晔、曾钦文、陈蓉、陈慧华、黄珍

珠、梁敏妍、温晶。 

本文件由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协会负责管理和对条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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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北高南低，南北气候差异大，立体气候多样，荔枝、

龙眼、香蕉、菠萝等特色农产品种植优势明显，为突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质，提升其知名度，服务地方

农产品品牌建设，特制定本文件。 



T/GAMDPM 009—2021 

1 

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定的方法、等级、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岭南地区农产品气候标志的评定和复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X/T 486-2019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QX/T 486-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三基点温度  three fundemental points of temperature 

表征作物在某个生育期的生物学下限温度、上限温度和最适温度。 

3.2  

初级农产品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产品，即通过农业活动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来源：GB/T 26407-2011，3.1] 

3.3  

农产品品质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由农产品的生理生化指标和外观指标等表征的农产品的优劣程度。 

[来源：QX/T 486-2019，2.2] 

3.4  

农产品气候品质  climat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由天气气候条件决定的初级农产品品质。 

[来源：QX/T 486-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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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气候品质指标  climate quality index  

表征农产品气候品质的气候指标。 

[来源：QX/T 486-2019，2.5] 

3.6  

气候适宜度  climatic suitability 

采用光照、温度、降水量三个参数值来评价一个地区气候对人类以及动植物生产生活的适宜程度。 

3.7  

气候优度  climate superiority of planting 

初级农产品关键生育期、关键气候要素在时间和空间匹配上的优势程度。 

3.8  

气象灾害风险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risk 

气象灾害活动对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农业和交通等承灾体造成影响和危害的可能性。具体指某

一地区、某一时段气象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以及影响和危害程度。 

4 总则 

开展气候标志评定的农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来源于评价区域内的初级农产品； 

——产品具有独特的品质特性或者特定的生产方式； 

——产品品质特色主要取决于独特的天然气候条件； 

——产品需在限定的生产区域范围； 

——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或标准要求； 

——两年内，无重大生态、环境事故等负面影响。 

5 评定方法 

5.1 数据收集 

5.1.1 农产品资料 

包括农产品的名称、品种、品质指标、生产基地信息。其中，品质指标主要包括内在生理生化指标

和外观指标；生产基地信息包括基地名称、地址、生产规模、产地概况、环境条件等。 

5.1.2 气象资料 

来源于当地气象观测站有记录以来的逐日观测气象资料，建立相关的气候资源数据库。 

5.1.3 基础地理信息收集 

包括国界、省界、市界、县（区）界、镇界，地形地貌、海拔高度等要素。 

5.2 评价指标 

javascript:showjdsw('showlj_1','lj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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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地环境、气候适宜性、气候优度、气象灾害风险和气候品质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见5.3。 

5.3 评价标准 

5.3.1 生地环境 

生地环境由地理环境特殊性、区域内水质和土壤、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生态用地比例和交通5个

评价指标组成，每项指标设立相应的分值（见表1），总分值为100分。根据生地环境评分（EI），将生

地环境评价分为特优、优、良和一般四个等级，见表2。 

表1 生地环境评分 

评价指标 分值 

地理环境特殊性（G） 0~30分 

区域内水质和土壤（W） 0~25分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A） 0~20分 

生态用地比例（E） 0~20分 

交通（T） 0~5分 

注：生地环境评分（EI）为以上5个评价指标累加求和，即EI=G+W+A+E+T。 

 

表2 生地环境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定量指标条件（） 

特优 90分≤EI≤100分 

优 80分≤EI＜90分 

良 70分≤EI＜80分 

一般 60分≤EI＜70分 

 

5.3.2 气候适宜性 

气候适宜性分为最适宜、适宜、次适宜和不适宜四个等级（见表3），评价指标及方法见附录A。 

表3 气候适宜性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气候适宜性评价指数（S(T，R，S)） 

最适宜 S(T，R，S) ≥S1 

适宜 S2≤S(T，R，S)＜S1 

次适宜 S3≤S(T，R，S)＜S2 

不适宜 S(T，R，S)＜S3 

注：S1为气候适宜度为最适宜的评价指数下限值；S2为气候适宜度为适宜的评价指数下限值；S3

为气候适宜度为次适宜的评价指数下限值。这三个数值综合考虑光照、温度、降水量对评

价农产品综合影响的适宜程度，通过气候适宜度评价模型计算结果，并结合农业生产实际，

得到最终综合评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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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气候优度 

气候优度分为特优、优、良和一般四个等级（见表4），评价方法见附录B。 

表4 气候优度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定量指标条件（SR） 

特优 SR≥95% 

优 80%≤SR＜95% 

良 60%≤SR＜80% 

一般 SR＜60% 

注：定量指标条件SR综合考虑评价区域气候特征和初级农产品的生长特性，通过气候优度评

价模型计算结果，并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得到最终综合评价的结果。  
 

5.3.4 气象灾害风险 

基于附录C的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方法以及综合风险指数的大小，采用ArcGIS系统中的自然断点

法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风险区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IV级，分别对应极高风险区、高风

险区、一般风险区、低风险区（见表5）。 

表5 气象灾害风险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 等级说明 

Ⅰ级 综合风险极高 

Ⅱ级 综合风险高 

Ⅲ级 综合风险一般 

Ⅳ级 综合风险低 

注：通过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方法计算综合风险指数，结合农业生产实际，采用ArcGIS系统中

的自然断点法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划分风险区划等级。  

5.3.5 气候品质 

气候品质评价分特优、优、良和一般四个等级，划分方法应符合QX/T 486-2019中4.4的规定。 

6 评价等级 

根据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将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价划分为特优、优、良和一般四个等级，详见表

6。 

表6 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价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等级说明 

特优 
生地环境、气候优度和气候品质均在特优及优以上；气候适宜性在

最适宜或适宜以上；处在气象灾害低风险区。 

优 
生地环境、气候优度和气候品质均在优或良及以上；气候适宜性在

适宜或次适宜以上；处在气象灾害中风险区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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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价等级划分（续） 

评价等级 等级说明 

良 
生地环境、气候优度和气候品质均在良以上；气候适宜性在次适宜

以上；不处在气象灾害高风险区。 

一般 
生地环境、气候优度和气候品质均在一般及以上；气候适宜性在次

适宜以上；不处在气象灾害高风险区。 

7 评定报告编制 

7.1 基本内容 

评定报告应包含评估单位、评估对象及其所在区域说明、评估依据、关键生育期气象条件影响分析、

产品品质检测报告、气候品质评估结论等内容。 

7.2 农产品名称 

包括： 

——农产品名称； 

——典型特征描述。 

7.3 农产品生产范围 

包括： 

——生产规模； 

——地形地貌； 

——环境条件。 

7.4 农产品生产气候条件 

包括： 

——生产措施； 

——关键生育期气候条件； 

——近 3～5年的生产气候条件。 

7.5 农产品产地适宜度评价 

包括： 

——适宜性区划； 

——影响品质的气候优度研判； 

——气候品质评价。 

7.6 农产品产地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包括： 

——XX1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XX2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XX3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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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7.7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包括： 

——气候变化事实和未来趋势； 

——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7.8 评定结论 

应给出岭南农产品气候标志评定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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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气候适宜度评价方法 

A.1 温度适宜度模型 

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温度指标包括下限温度、适宜温度和上限温度，作物各生长发育阶段三基点温

度各不相同。适宜温度能够促进作物生长，而极端温度通过对作物组织的破坏作用影响干物质累积，抑

制作物生长，温度适宜度计算公式见式A.1。 

                10

02

0210

21 ,
))((

))((

TT

TT
B

TTTT

TTTT
S

B

B

T
−

−
=

−−

−−
=

       ………………………………(A.1) 

式中： 

TS ——作物某生育期间温度的适宜度； 

T  ——温度的实际观测值，单位为摄氏度（℃）； 

1 2 0T T T、 、 ——分别是作物在该生育期内生长发育的下限温度、上限温度和最适温度，单位为摄

氏度（℃）。 

模型中三基点温度根据通过文献查阅、专家访谈、田间实地调查、物候观测等多渠道获取。 

A.2 降水适宜度模型 

降水是作物水分与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农作物生长的好坏、产量的高低与降水的关系密切。作物

正常需水量可作为作物生长的适宜水量标准。计算公式见式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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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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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式中： 

RS ——作物某生育期间降水量的适宜度； 

R  ——作物该生育期内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0R ——作物该生育期内生理需水量，单位为毫米（mm）。 

A.3 日照适宜度模型 

日照适宜度公式见式A.3。 



T/GAMDPM 009—2021 

8 

                             




















=

0

0

0

,1

,

SS

SS
S

S

SS

＜

         ………………………………(A.3) 

式中： 

SS ——作物生育期间日照时数的适宜度； 

S ——作物生育期内日照时数，单位为小时（h）； 

0S ——作物生育期内适宜的日照时数（h），一般取日照百分率达70%时的日照时数。 

A.4 综合气候适宜度模型 

针对作物在各个生育时段的不同生态生理特征及其对环境气候条件的需求不同，而且各个时段气候

因子对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的满足程度亦有明显差别，所以为了客观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气候因子对

作物影响强度的差异，采用权重系数法来计算出不同时段各单因子的气候适宜度，然后再将各单因子气

候适宜度的乘积开三次方，记为综合气候适宜度。第i个生育期气候适应度计算见式A.4；全生育期的气

候适宜度计算见式A.5。 

                    3 )()()( SZRZTZZ iiii =          ………………………………(A.4) 

                    3 )()()( SZRZTZZ =           ………………………………(A.5) 

式中： 

iZ ——作物第i个生育期的气候适宜度； 

Z ——作物全生育期的气候适宜度； 

( ) ( ) ( )i i iZ T Z R Z S、 、 ——分别为作物第i个生育期间温度、降水和日照适宜度； 

Z( ) Z( ) Z( )T R S、 、 ——分别为作物全生育期的温度、降水和日照适宜度。 

 

不同生育期光、温、水对作物生长发育的主导作用不同，其权重系数也不同，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

作物全生育期的温度、降水和日照适宜度，计算公式分别见式A.6、式A.7、式A.8。 


=

=
e

b

m

mi

iti TZTZ )(）（           ………………………………(A.6) 

r ( )
e

b

m

i i

i m

Z R Z R
=

= （ ）            ………………………………(A.7) 

 
=

=
e

b

m

mi

isi SZSZ )(）（            ………………………………(A.8) 



T/GAMDPM 009—2021 

9 

式中： 

b em m、 ——分别为作物适宜性评价的开始生育期和结束生育期日期； 

ti ri si  、 、 ——分别为第i个生育期温度、降水和日照适宜度的权重系数，该系数采用因子分析

法确定，用各生育期光、温、水适宜度指数的公因子方差占总方差的比值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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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气候优度评价方法 

B.1 欧式距离评价方法 

为定量表达农业气候相似程度，可将每一个气候要素视为一维空间，即对于m个气候要素有m维空间。

研究范围内的每一地点则可视为m维空间中的一点，衡量任意两地间的气候相似程度即为计算这m维空间

内两地间的距离。两地间的距离越小越相似；反之越不相似。两地间的距离系数可用欧氏距离公式计算

见式B.1。 


=

−=
m

k

kjkiji XXD
1

2

,,, )(

         

………………………………(B.1) 

式中： 

,i j
D ——i地与j地间的欧氏距离系数； 

K——任意一个相似因子（k=1，2，3，…，m）； 

kiX ,

和 kjX ,


——分别为i地与j地第k个相似因子的标准化值。 

其中，使用相似因子的标准化值是为了消除不同因子量纲差异的影响。采用式B.2进行标准化处理： 

 k

k,

,

-



XX
X

ki

ki =

           

  ………………………………(B.2) 

式中： 

,i kX ——任意地点i的第k个因子； 

kX ——研究范围所有地点的第k个要素的平均值； 

k ——第k个要素的标准差。 

同时，为了消除自由度的影响，两地间的相似距可采用平均距离求算，计算公式见式B.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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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jkiji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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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考虑到在一组农业气候指标中各因子所起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对各因子距离进行权重处理。设第

k个因子对气候影响的权重为 kW ，则相应的距离公式见式B.4。 


=

−=
m

k

kjkikji XXW
n

D
1

2

,,

2

, )(
1

        

………………………………(B.4) 

一般而言，不同因子的权重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特点计算获得，或农业气象专家们的经验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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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可拓优度评价法 

B.2.1 概述 

可拓优度评价法是可拓学中评价一个对象，包括事物、策略、方法等优劣的基本方法。 

可拓理论的逻辑细胞是物元，把质与量结合起来的物元是以事物、特征及事物关于该特征的量值组

成的三元组，记作R=(N，C，V)。物元概念反映了质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更贴切地描述客观事物的变

化过程。 

B.2.2 评价方法步骤 

B.2.2.1 评价指标 

评价一个对象的优劣，首先要规定评价指标，优劣是针对一定的标准而言的，不同的评价准则会有

不同的评价结果。所以，评价一个对象的优劣必须反映出利弊的程度以及彼此可能的变化情况，这就要

求选取评价指标时要考虑评价的目的性、全面性、可行性以及稳定性。 

令评价指标 1 2{ , , , }nSI SI SI SI= ，其中  ( ,  )i i iSI c V= 是特征元，
i

c 是评价特征，
i

V 是数量化的

量值域， ( ) 1 2 ,i i iV a b i n= =， ， ，， 。 

B.2.2.2 确定经典域及节域 

见式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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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j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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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cZ

V

V

V

c

c

cZ

VCZR








令

…………………………(B.5) 

式中： 

jZ ——所划分的j个评价等级，j=1，2，…，m； 

1 jV ，
2jV ，…， njV ——分别为 jZ 关于评价特征 1c ， 2c ，…， nc 所规定的量值范围，即经典域，

且 ( )ij ij ijV a b= ， 。 

为了表示评价特征 1c ， 2c ，…， nc 的取值范围，引入节域的概念，即式B.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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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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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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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p

npnp

pp

pp

nnp

p

p

n

p

b

b

b

c

c

cP

V

V

V

c

c

cP

VCPR









……………………………(B.6) 

式中： 

P ——评价等级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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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 —— P 关于 1, 2, ,ic i n=（ ）所取的量值范围。 

B.2.3 确定待评价物元 

设待评价对象为 0P ，针对评价指标，把所检测得到的各项数据或分析结果用物元 0R 表示，称为待

评价物元。 0R 的表达式见式B.7： 



















==

nn v

v

v

c

c

cP

vCPR

2

1

2

10

00 ),,(

     ………………………………(B.7) 

式中： 

0P ——评价等级； 

iv ——为 0P 关于评价特征 1, 2, ,ic i n=（ ）的量值，即待评价对象中各评价特征检测所得到的具体

数值。 

B.2.4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各评价指标对待评价对象影响的重要程度不同，以权重来刻画其重要程度的大小，根据经验、专家

意见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资料和数据，分别赋予[0，1]的值。记权重为 1 2 nα={α α α }， ， ， ，其中， 


=

=
n

1

1
i

i
                  ………………………………(B.8) 

B.2.5 建立关联函数并计算关联度 

在可拓数学中，用关联函数来描述论域中的元素具备某种性质的程度。建立实域中可拓集的关联函

数的基本公式，使其可以客观地、定量地表明元素具有的某种性质的程度以及量变与质变的过程。 

根据可拓学中距的定义来构建计算关联度的公式，即： 

















−

−

=

iji

iji

ijiipi

iji

ijiji

ij

Vv

Vv

VvVv

Vv

VVv

vK

),(),(

),(

/),(

)(







    ………………………………(B.9) 

式中： 

2

)(

2

)(
),(

ijijijij

iiji

abba
vV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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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jij baV -=
 

mjni
abba

vVv
ipipipip

iipi ,,2,1;,,2,1,
2

)(

2

)(
),(  ==

−
−

+
−=

 

即
),( iji Vv
为量值 iv 与

ijV 区间的距；
),( ipi Vv
为量值 iv 与

ipV 区间的距。距是用来刻画点与区间

的位置关系的。 

为了获得最合适的优度，需要将
jZ 关于各评价特征的关联度进行规范化，得到规范关联度

ijk ，其

计算公式见式B.10： 

)(max

)(

vK

vK
k

j

ij

ij =

         ………………………………(B.10) 

B.2.6 计算优度及评价 

优度是反映待评价对象对于不同危险等级的接近程度，待评价对象 0P 对于
jZ 的优度按式B.11计

算。 

                             

=

=
n

i

ijij kZC
1

)( 
       ………………………………(B.11) 

式中： 

( )jC Z ——待评价对象各评价特征关于各评价等级的优度在考虑评价特征重要程度情况下的组合

值，表示评价对象 0P 属于优度评价等级 jZ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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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C.1 总则 

本部分使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指数作为广东省对农业影响较大的主要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的指标。根

据综合风险指数的大小，采用ArcGIS系统中的自然断点法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将各类气象灾害

风险划分等级。台风暴雨气象灾害风险指数计算参照DB44/T 2139.1-2018。 

C.2 评估指标 

C.2.1 概述 

选取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和承灾体脆弱性三个因子作为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指标。  

C.2.2 致灾因子危险性 

C.2.2.1 低温寒害及高温气象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 

致灾因子是引发灾害的主导因素。致灾因子的自然变异程度，主要是由致灾因子活动规模（强度）

和活动频次（概率）决定的。一般致灾因子强度越大，频次越高，气象灾害的风险也越大，气象灾害所

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越严重。 

基于式C.1计算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1

( ) ( )
n

H H H

i

Q W i Q i
=

=           ………………………………(C.1) 

式中： 

HQ ——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 

HQ i（）——第i种致灾因子归一化值，归一化处理方法参见C.3； 

HW i（）——第i种致灾因子权重系数，可由C.4 信息熵赋权法获得。 

C.2.2.2 干旱气象灾害危险性指数 

干旱气象灾害危险性指数采用归一化处理后的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MCI，MCI计算方法见式C.2。 

60 30 90 150aMCI SPIW b MI c SPI d SPI=  +  +  +     …………………(C.2) 

式中： 

MCI ——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 

60SPIW ——近60天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标准化方法参考GB/T 20481-2017，计算公式见式C.3；  

30MI ——近30天湿润度指数，计算方法参考GB/T 2048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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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50SPI SPI、 ——90天和150天标准化降水指数，计算方法参考GB/T 20481-2017； 

a——标准化权重降水权重系数； 

b——相对湿润度权重系数； 

c——90天标准化降水权重系数； 

d——150天标准化降水权重系数。 

注：系数a、b、c、d可根据当地气候状况和季节变化进行调整，参考GB/T 20481-2017。 

( )60SPIW SPI WAP=     
………………………………(C.3) 

式中： 

60SPIW ——近60天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 

WAP——近60天加权平均降水量指数，计算公式见式C.4。表征前期60天的降水量对于当天旱涝的

影响程度。WAP越大，表明前期降水越多，越容易涝；WAP越小，表明前期降水越少，越容易干旱。 


=

=

=
60n

0

95.0
n

n
PnWAP

    

………………………………(C.4) 

式中： 

nP ——距离当天第前n天降水量； 

气象干旱过程的确定和评价同GB/T 20481-2017。 

C.2.3 承灾体暴露度评估 

有关评估工作视承灾体组提供的信息项作遴选后开展。  

暴露度评估可采用区划范围内各县或各乡镇农作物生产面积和平均产量、道路长度等作为评价指标

来表征主要农作物、交通等承灾体暴露度。 

以区划范围内各县或各乡镇承灾体分布面积（或长度）与各县或各乡镇总面积（或承灾体总长度）

之比作为承灾体暴露度指标为例，暴露度指数计算方法见式C.5： 

1
1

E
E

S
Q

S
=         ………………………………(C.5) 

式中：  

1EQ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 

1ES ——各县或各乡镇承灾体分布面积（或长度）； 

S ——各县或各乡镇总面积（或承灾体总长度）参照 QX/T 527-2019。  

对各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见C.3），采用信息熵赋权法（见C.4）确定权重，加权计算不同要

素归一化后的乘积之和作为暴露度指数QE，计算方法见式C.6： 

)()(
1

E iQiWQ EE

n

i


=

=

     ………………………………(C.6) 

EQ ——总的承灾体暴露度指标； 

EQ i（）——经过归一化处理的第i类承灾体暴露度指标； 

EW i（）——第i类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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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承灾体脆弱性评估 

有关评估工作视灾情组提供的信息项作遴选后开展。  

脆弱性评估可采用区划范围内各县或各乡镇气象灾害受灾面积、成灾面积、绝收面积、灾损率、道

路受影响长度等作为评价敏感性的指标来表征脆弱性。如：以区划范围内各县或各乡镇主要农作物受灾

面积与各县或各乡镇总面积之比作为脆弱性指标为例，脆弱性指数计算方法见式C.7：  

S

S
V V

i =
          ………………………………(C.7) 

式中： 

iV ——第i类承灾体脆弱性指标； 

VS ——各县或各乡镇第 i 类承灾体受灾面积； 

S ——各县或各乡镇总面积。  

对各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信息熵赋权法确定权重，加权计算不同要素归一化后的乘积之

和作为脆弱性指数 VQ 。  

C.2.5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C.2.5.1 根据农业气象灾害的成灾特征，风险评估的目的、用途，适当选择加权求和评估模型或加权

求积评估模型，权重确定方法采用信息熵赋权。 

C.2.5.2 加权求和评估公式见式C.8。 

vvEEHH QWQWQWMDRI ++=
  ………………………………(C.8) 

式中： 

MDRI——气象灾害风险指数； 

HQ ——致灾因子危险性因子； 

EQ ——承灾体暴露度因子； 

VQ ——承灾体脆弱性因子； 

 H E VW W W、 、 ——分别为致灾因子危险性权重系数、承灾体暴露度权重系数、承灾体脆弱性权

重系数，且 + +  =1H E VW W W 。 

C.2.5.3 加权求积评估公式见式C.9。 

vvEEHH QWQWQWMDRI =
………………………………(C.9) 

C.3 归一化处理方法 

由于所选指标的单位和量级不同，为了便于计算，对指标的原始数据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将指标

原始值转换成0～1之间的无量纲指标，见式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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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ax min

(x )

( )

x
X

x x

−
=

−
    ……………………………(C.10) 

式中：  

X ——通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归一化值；  

x ——指标原始序列值；  

minx ——指标原始序列中的最小值；  

maxx ——指标原始序列中的最大值。 

C.4 信息熵赋权法 

在危险性、暴露度和脆弱性评价中涉及多评价因子的权重系数可由信息熵赋权法确定。信息熵表示

系统的有序程度。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熵权法可以客观的反映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一个系统的有序程

度越高，则熵值越大，权重越小；反之，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则熵值越小，权重越大。即对于一

个评价指标，指标值之间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某项指标的指标值

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 

设评价体系是由m个指标n个对象构成的系统，首先计算第i项指标下第j个对象的指标值
ijr 所占指标

比重
ijP ： 

( 1, 2, , 1, 2, , )

1

r
ij

P i m j n
ij n r

j ij

= = =
 =

； ………………………………(C.11) 

由熵权法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值 iS ： 

),,2,1;,,2,1(ln
1ln

1
njmi

ij
Pn

j ij
P

ni
S  == =

−= …………………(C.12) 

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权，确定该指标的客观权重 iW ： 

),,2,1(

1
)1(

1
mi

m
i i

S

i
S

i
w =

 =
−

−
=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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