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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寻求日光温室番茄优质高效的灌溉制度，采用设置于温室番茄冠层齐平位置的水面蒸

发测定装置，设计３种基于水面蒸发量的灌水间隔水平和４种灌水量水平组合处理，依据小区试
验观测结果，分析确定了以番茄产量、水分利用率、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及果实硬度

等５项指标为主的节水调质灌溉制度评价体系；在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出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
借鉴ＴＯＰＳＩＳ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温室番茄节水、优质、高产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模型，应用该模
型确定基于水面蒸发量的温室番茄节水调质灌溉制度，即当累积水面蒸发量Ｅｐａｎ达到１０ｍｍ±２
ｍｍ时进行灌溉，灌水量为０９Ｅｐａｎ，在产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提高了水分利用率，并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果实的营养品质和储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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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种植区域十分广泛，其栽培面积占日光温
室总面积的３０％～４０％．番茄富含维生素及其他营
养元素，番茄除兼具水果和蔬菜功能外，还具有神

奇的治疗保健作用［１－２］．然而，番茄产量的高低及品
质的优劣不仅受遗传因素影响，还受果实生长环境

因素影响［３－４］．研究表明，灌溉制度对番茄整个生育
期的生长至关重要，灌溉水的供给量、灌水频率、生

长过程中水分亏缺、水分过剩和土壤水分波动太大

都会对番茄的产量及品质产生影响［５－６］．
综合评价优劣的关键在于各指标在评价体系

中权重的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确定得是否得当直接

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分
为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两大类．主观赋权法主要包
括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等，其权重的确定是在评价者主观判断的基础上，

通过加工处理得到．客观赋权法可以充分利用评价
对象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客观地给各指标赋权，这

种方法操作简单且具有科学性，包括变异系数法、

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嫡权系数法、局部变权

法等．不论主观赋权法还是客观赋权法，各种方法
都有优缺点，对不同的评价目标而言，采取适宜的

权重确定方法是评价结果是否可信的关键．
蒸发皿测量的水面蒸发量 Ｅｐ能够综合反映当

时的气象状况，根据预先设定的蒸发皿系数Ｋｃｐ来制
定灌溉计划，Ａ级标准蒸发皿在作物灌溉制度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７－１０］，但由于Ａ型蒸发皿的价格
昂贵，国内的研究多采用２０ｃｍ标准水面蒸发皿制
定灌溉制度［６，１１－１３］．各种基于水面蒸发量的灌溉制
度均可对适宜灌水做出判断，但大多是在对试验资

料的分析基础上通过主观判断得到，判断结果会因

决策者的阅历和角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建立适应

的评价体系、指标和评价方法能够弥补主观判断的

不足，而在节水调质灌溉制度综合评价体系方面研

究较少［１４］．基于此，文中综合考虑高产、节水和优
质，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评价体系中各评价指标的

权重，借鉴ＴＯＰＳＩＳ综合评价方法，建立温室番茄综
合评价模型，从而确定基于水面蒸发量的温室番茄

节水调质灌溉制度．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７月在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作物需水量试验场日光

温室中进行，试验地位于 Ｎ３５°１９′，Ｅ１１３°５３′，海拔
７３２ｍ，多年平均气温１４１°Ｃ，无霜期２１０ｄ，日照
时数２３９８８ｈ．番茄试验所用温室长４０ｍ、宽８５
ｍ；温室为东西走向，覆盖无滴聚乙烯薄膜，且温室
内没有补温设施．试验地土质为沙壤土，耕层土壤
容重为 １３８ｇ／ｃｍ３，田间持水量为 ２４％（质量分
数），地下水埋深大于５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有
效钾质量比分别为４５３，４２，９１２ｍｇ／ｋｇ，土壤有机
质质量比为３１３ｇ／ｋｇ．
１２　试验设计

将直径为２０ｃｍ的标准蒸发皿置于番茄冠层上
方，蒸发皿的底部与冠层高度齐平，其高度随着植

物的生长而进行调整，测定温室内的水面蒸发量．
番茄供试品种为金顶新星，在温室中整畦种植，畦

长７５ｍ，宽１１ｍ，采用宽窄行种植方式，宽行６５
ｃｍ，窄行４５ｃｍ，株距３０ｃｍ．在宽行中起垄以便试验
观测．在每行上铺设１条滴灌管，滴头间距与株距相
同．为确保幼苗的成活率，定植后各处理均进行１次
灌水，灌水定额为２０ｍｍ．试验设计３种基于累积水
面蒸发量的灌水间隔（Ｉ１，１０ｍｍ±２ｍｍ；Ｉ２，２０ｍｍ
±２ｍｍ；Ｉ３，３０ｍｍ±２ｍｍ），当相邻２次灌溉之间的
累积水面蒸发量达到目标值时进行灌溉；为确定适

宜灌水定额，设计４种基于蒸发皿系数的灌水量水
平，蒸发皿系数 Ｋｃｐ１，Ｋｃｐ２，Ｋｃｐ３，Ｋｃｐ４分别为 ０５０，
０７０，０９０，１１０，将３种灌水间隔水平和４种灌水
量水平进行完全组合，共设计１２个处理，每个处理
３次重复；灌水量用水表计量．各处理之间埋设塑料
膜，以防止土壤水分的侧向渗透．

移栽前施干鸡粪２５ｔ／ｈｍ２、二元复合肥（Ｎ，Ｐ，Ｋ
质量分数的比例为 １８∶４６∶０）３９０ｋｇ／ｈｍ２、硫酸钾
（含Ｋ５０％）２６０ｋｇ／ｈｍ２作为底肥，在番茄开花坐果
期随灌溉水追施尿素２４０ｋｇ／ｈｍ２．为了防止番茄苗
徒长，前３周不进行灌溉，直至０～４０ｃｍ土层的土
壤含水率低于田间持水率的６０％时各处理均灌水
２０ｍｍ，基于水面蒸发量的灌溉制度开始实施，累积
水面蒸发量由安装在番茄冠层上方的２０ｃｍ标准蒸
发皿测量得到．
１３　测定项目与试验方法

１３１　耗水量
土壤含水率采用烘干法每７～１０ｄ测定１次，

每２０ｃｍ为１层，测定深度为表层以下 １００ｃｍ土
层，温室番茄的耗水量采用水量平衡法计算．

灌水量计算公式为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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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
１
１０００ＡＫｃｐＥｐａｎ， （１）

式中：Ｉｒ为小区灌溉量，ｍ
３；Ａ为小区面积，ｍ２；Ｅｐａｎ

为番茄冠层上方２０ｃｍ标准蒸发皿的累积水面蒸发
量，ｍｍ；Ｋｃｐ为蒸发皿系数；１０００为单位转换系数．
１３２　水分利用率

水分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ＷＵＥ＝
１００Ｙａ
ＥＴ， （２）

式中：ＷＵＥ为水分利用率，ｋｇ／ｍ３；Ｙａ为番茄产量，ｔ／
ｈｍ２；ＥＴ为番茄耗水量，ｍｍ；１００为单位转换系数．

每次果实采摘后，各处理均采用精度为５ｇ的
电子秤称量计产，每个小区产量单独核算，同时每

个处理选取有代表性的植株２０株，用精度为００１ｇ

的电子天平测定单果鲜质量，用游标卡尺测定果实

横径和纵径．番茄采摘后，各处理每个小区选取有
代表性番茄果实２颗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和硬度，可
溶性固形物采用Ａｔａｇｏ公司生产的ＰＲ－３２α型折射
计测定，硬度采用ＧＹ－３型硬度计测定，每隔７～１０
ｄ测定１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评价指标的确定
表１给出了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基于水面蒸发量

的不同灌水间隔和灌水量对温室番茄产量 Ｙａ、水分
利用率ＷＵＥ、单果重ＭＦ、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ＴＳＳ和
果实硬度ＦＦ的影响．

表１　综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年份 处理
Ｙａ／

（ｔ·ｈｍ－２）
ＷＵＥ／

（ｋｇ·ｍ－３）
ＭＦ／
ｇ

ＴＳＳ／
％

ＦＦ／
（ｋｇ·ｃｍ－２）

２０１１

Ｉ１Ｋｃｐ１ １０８５１ｆ ３９９８ｄ １３１２ｃ ５６９ａ ２４３ａ
Ｉ１Ｋｃｐ２ １４１７６ｃ ４７９４ａ １５０２ｂ ５２１ｂｃｄ ２２６ａｂ
Ｉ１Ｋｃｐ３ １５１７９ａ ４６９８ａ １５７８ａ ５０２ｃｄｅ ２１３ｂｃ
Ｉ１Ｋｃｐ４ １４９２０ａｂ ３８４５ｅ １５９０ａ ４３９ｆｇ ２０８ｂｃｄ
Ｉ２Ｋｃｐ１ １０５６４ｆ ４０２８ｄ １２７１ｃ ５６５ａｂ ２３８ａ
Ｉ２Ｋｃｐ２ １４０３２ｃｄ ４７７０ａ １５１０ｂ ４８０ｄｅ ２２１ａｂ
Ｉ２Ｋｃｐ３ １４７５４ｂ ４３７３ｂ １５７３ａ ４５９ｅｆ ２０９ｂｃｄ
Ｉ２Ｋｃｐ４ １４８０４ａｂ ３８４２ｅ １５９９ａ ４３８ｆｇ ２０５ｂｃｄ
Ｉ３Ｋｃｐ１ ９９５９ｇ ３９９８ｄ １２４５ｃ ５３３ａｂｃ ２３１ａｂ
Ｉ３Ｋｃｐ２ １３１２４ｅ ４６９７ａ １５２１ｂ ４７５ｅｆ ２０７ｂｃｄ
Ｉ３Ｋｃｐ３ １３７０４ｄ ４２２８ｃ １５６３ａ ４４０ｆｇ ２００ｃｄ
Ｉ３Ｋｃｐ４ １３７８８ｃｄ ３６２１ｆ １５９８ａ ４２８ｇ １９９ｄ

２０１２

Ｉ１Ｋｃｐ１ １２１２５ｅ ４５７０ａｂｃ １４６２ｄ ４８０ａ ２４３ａ
Ｉ１Ｋｃｐ２ １４３６３ｂｃ ４７０５ａ １６３２ｃ ４３７ｂ ２２６ａｂ
Ｉ１Ｋｃｐ３ １５２０８ａ ４５０３ａｂｃ １６５１ｂｃ ４３０ｂｃ ２１８ｂ
Ｉ１Ｋｃｐ４ １５６０２ａ ４２２２ｄｅ １７４８ａｂ ３９６ｃｄ ２０８ｂｃ
Ｉ２Ｋｃｐ１ １１６２９ｅ ４６０６ａｂ １４５８ｄ ４７６ａ ２４５ａ
Ｉ２Ｋｃｐ２ １３９８２ｃｄ ４６５５ａｂ １６４０ｃ ４１９ｂｃｄ ２１４ｂ
Ｉ２Ｋｃｐ３ １５０２２ａｂ ４３６０ｃｄ １６５８ｂｃ ４０８ｂｃｄ ２０２ｂｃ
Ｉ２Ｋｃｐ４ １５２０５ａ ３９３９ｆｇ １７６８ａ ３９５ｃｄ ２０２ｂｃ
Ｉ３Ｋｃｐ１ １０４８１ｆ ４０７２ｅｆ １４２６ｄ ４７５ａ ２４５ａ
Ｉ３Ｋｃｐ２ １３５３３ｄ ４４７９ｂｃ １６０２ｃ ４２１ｂｃ ２０８ｂｃ
Ｉ３Ｋｃｐ３ １４４３１ｂｃ ４３５２ｃｄ １６８５ａｂ ３９６ｃｄ １９５ｃ
Ｉ３Ｋｃｐ４ １４１９１ｃｄ ３７４８ｇ １６６７ｂｃ ３９１ｄ １９５ｃ

　　注：表中同列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水分处理对番茄产量、
水分利用率、单果重、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及硬度等

指标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综合２年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同一灌水量下，Ｙａ，ＷＵＥ，
ＭＦ，ＴＳＳ，ＦＦ均有随灌水间隔的减小而增大的趋势．
在同一灌水间隔下，产量对灌水量的响应有一阈值

（０９Ｅｐａｎ），当灌水量小于该值时，产量随灌水量的

增大而增大，当灌水量大于该值时，产量随灌水量

的增大而增大的程度较小，甚至有降低的趋势；

ＷＵＥ对灌水量的响应也存在一阈值，但与产量响应
结果不一致，该阈值为０７Ｅｐａｎ，当灌水量小于该值
时，ＷＵＥ随灌水量的增大而增大，当灌水量大于该
值时，ＷＵＥ随灌水量的增大而逐渐降低；ＭＦ随灌水
量的增大而逐渐增大，而ＴＳＳ含量与ＦＦ随灌水量的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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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逐渐减小．由此可见，各评价指标对水分状
况的响应规律和程度均不一致，单独采用任何一个

指标都不能合理确定优质、高产、高效的灌溉制度，

需建立一个综合评价模型．
温室番茄节水调质灌溉制度的确定原则是在

不减产或产量降低程度较小的情况下，提高ＷＵＥ和
果实品质．ＴＳＳ质量分数、ＶＣ质量分数、可溶性糖质
量分数等品质指标是番茄果实的主要营养品质指

标，从有关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ＴＳＳ质量分数、ＶＣ
质量分数及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对水分状况的响应

规律一致，三者均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增

大［１５－１６］，且三者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
说明上述３个指标均可表征番茄果实的营养品质，考
虑到ＴＳＳ质量分数测定方法简单，且测定结果相对于
其他指标更稳定，可将ＴＳＳ质量分数作为综合反映番
茄果实营养品质的指标．单果重和硬度分别代表了番
茄果实的外观品质和储运品质．综上所述，文中将果
实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单果重、硬度分别作为果

实营养品质、外观品质、贮运品质的评价指标，这些指

标可综合反映番茄果实的品质优劣；另外，将番茄产

量、ＷＵＥ作为高产节水指标．综合考虑上述５项指
标，采用数学统计方法，对温室番茄优质、高产、高效

相统一的灌溉制度做出最佳判断．
２２　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确定

变异系数法（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是
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评

价体系中指标的权重，由于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量

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各指标的差异程度，为了消

除各指标不同的影响，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表征

其取值的差异程度．在温室番茄节水调质灌溉制度

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ＣＶ表征了
各指标数据差异的相对大小．指标取值的差异越
大，则由其反映的信息相对较为充分，也就是越难

实现的指标，说明该指标在处理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该指标能反映被评价处理间的差距．否则，如
果某项指标数据在处理间差异不大，有明显的集中

趋势，该指标不能反映被评价处理间的差距，利用

这项指标的数据辨别不同处理差异的能力较小．在
节水调质灌溉制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中，上述各项评

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作用相当，因而变异系数法

适用于各指标权重确定．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的计
算公式为

Ｗｉ＝ＣＶｉ／∑
ｎ

ｉ＝１
ＣＶｉ， （３）

ＣＶｉ＝σｉ／珋ｘｉ， （４）
式中：Ｗｉ为第ｉ个指标的权重；ＣＶｉ为第 ｉ个指标的
变异系数；σｉ为第ｉ个指标的标准差；珋ｘｉ为第 ｉ个指
标的平均值．

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出温室番茄节水调质灌

溉制度综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２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２０１１年番茄试验期５项评
价指标中产量的权重最大，果实硬度的权重最小；

２０１２年试验期５项评价指标中产量的权重最大，
单果重的权重最小，说明番茄产量在各水分处理

的差异最大，其数据信息能较为充分地反映处理

间的差异．各指标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受年际变
化的影响，但同一指标权重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幅

度相对较小，说明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本研究综

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权重较为稳定，可以用来确

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表２　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年份 处理
Ｙａ／

（ｔ·ｈｍ－２）
ＷＵＥ／

（ｋｇ·ｍ－３）
ＭＦ／
ｇ

ＴＳＳ／
％

ＦＦ／
（ｋｇ·ｃｍ－２）

总和

２０１１

标准差 １８３２ ４１４ １３３１ ０５０ ０１５
平均值 １３３２１ ４２４１ １４８８７ ４８７ ２１７
变异系数 ０１３７５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８９４ ０１０２６ ００６８７ ０４９５９
权重 ０２７７３ ０１９６８ ０１８０４ ０２０６９ ０１３８６ １

２０１２

标准差 １６０１ ３０１ １１１６ ０３３ ０１９
平均值 １３８１４ ４３５１ １６１６４ ４２７ ２１７
变异系数 ０１１５９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８７０ ０４１９５
权重 ０２７６２ ０１６４９ ０１６４５ ０１８６９ ０２０７４ ０．９９９９

２３　基于ＴＯＰＳＩＳ法的综合评价模型
ＴＯＰ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ｏｒｄｅｒ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ｙ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ｔｙｔｏａｎｉｄｅ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法是 Ｃ．Ｌ．Ｈｗａｎｇ和 Ｋ．

Ｙｏｏｎ于１９８１年首次提出．ＴＯＰＳＩＳ法根据有限个评
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的方法，

是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的评价．其基本思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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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有限方

案中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分别用最优向量和最劣

向量表示），然后分别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

和最劣方案的距离，获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

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
针对本研究的具体方法：有 １２个评价处理、５

个评价指标，原始评价指标的数据可写为矩阵 Ｘ＝
（Ｘｉｊ）１２×５．对高优（越大越好）、低优（越小越好）指
标分别进行归一化变换，构造出规范化后的加权矩

阵，即

Ｚｉｊ＝Ｗｉ
Ｘｉｊ

∑
１２

ｉ＝１
Ｘ２

槡 ｉｊ

， （５）

或

Ｚｉｊ＝Ｗｉ
１／Ｘｉｊ

∑
１２

ｉ＝１
１／Ｘ２

槡 ｉｊ

． （６）

归一化得到加权矩阵 Ｚ＝（Ｚｉｊ）１２×５及各列的最
大和最小值构成的最优和最劣向量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各指标归一化后的加权矩阵
Ｔａｂ．３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年份 处理 Ｙａ ＷＵＥ ＭＦ ＴＳＳ ＦＦ

２０１１

Ｉ１Ｋｃｐ１ ００６４６４９ ００５３３２７ ００４５７３１ ００６９３８６ ００４４７７２
Ｉ１Ｋｃｐ２ ００８４４５７ ００６３９３９ ００５２３６０ ００６３４９１ ００４１７０２
Ｉ１Ｋｃｐ３ ００９０４３４ ００６２６６３ ００５５０１１ ００６１２５５ ００３９１９５
Ｉ１Ｋｃｐ４ ００８８８８９ ００５１２８３ ００５５４２９ ００５３５９８ ００３８３７６
Ｉ２Ｋｃｐ１ ００６２９４０ ００５３７３０ ００４４３００ ００６８８７８ ００４３９２８
Ｉ２Ｋｃｐ２ ００８３６００ ００６３６１５ ００５２６３４ ００５８５１１ ００４０６２８
Ｉ２Ｋｃｐ３ ００８７９０１ ００５８３２０ ００５４８４２ ００５６００３ ００３８５８１
Ｉ２Ｋｃｐ４ ００８８１９７ ００５１２４２ ００５５７４３ ００５３３６１ ００３７７６２
Ｉ３Ｋｃｐ１ ００５９３３１ ００５３３２２ ００４３３９３ ００６４９４８ ００４２５２１
Ｉ３Ｋｃｐ２ ００７８１８９ ００６２６５４ ００５３０２９ ００５７９３５ ００３８１７１
Ｉ３Ｋｃｐ３ ００８１６４７ ００５６３９１ ００５４４６５ ００５３６８３ ００３６７６４
Ｉ３Ｋｃｐ４ ００８２１４５ ００４８２９１ ００５５７０８ ００５２２４３ ００３６６８８
最优向量 ００９０４３４ ００６３９３９ ００５５７４３ ００６９３８６ ００４４７７２
最劣向量 ００５９３３１ ００４８２９１ ００４３３９３ ００５２２４３ ００３６６８８

２０１２

Ｉ１Ｋｃｐ１ ００６９５５５ ００４９９２０ ００４２８５０ ００６０４８０ ００６６８９０
Ｉ１Ｋｃｐ２ ００８２３９３ ００５１３９５ ００４７８４８ ００５５０６２ ００６２２１１
Ｉ１Ｋｃｐ３ ００８７２４０ ００４９１８８ ００４８４０５ ００５４１８０ ００６０００９
Ｉ１Ｋｃｐ４ ００８９５０１ ００４６１１９ ００５１２３４ ００４９８９６ ００５７２５６
Ｉ２Ｋｃｐ１ ００６６７０９ ００５０３１３ ００４２７３２ ００５９９７６ ００６７４４１
Ｉ２Ｋｃｐ２ ００８０２０７ ００５０８４９ ００４８０６２ ００５２７９４ ００５８９０７
Ｉ２Ｋｃｐ３ ００８６１７３ ００４７６２６ ００４８６１３ ００５１４０８ ００５５６０４
Ｉ２Ｋｃｐ４ ００８７２２３ ００４３０２８ ００５１８２０ ００４９７７０ ００５５６０４
Ｉ３Ｋｃｐ１ ００６０１２４ ００４４４８０ ００４１７９４ ００５９８５０ ００６７４４１
Ｉ３Ｋｃｐ２ ００７７６３２ ００４８９２６ ００４６９６８ ００５３０４６ ００５７２５６
Ｉ３Ｋｃｐ３ ００８２７８３ ００４７５３９ ００４９３９９ ００４９８９６ ００５３６７７
Ｉ３Ｋｃｐ４ ００８１４０６ ００４０９４１ ００４８８８０ ００４９２６６ ００５３６７７
最优向量 ００８９５０１ ００５１３９５ ００５１８２０ ００６０４８０ ００６７４４１
最劣向量 ００６０１２４ ００４０９４１ ００４１７９４ ００４９２６６ ００５３６７７

　　第ｉ个评价处理与最优和最劣方案的距离分别
用式（７），（８）计算，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Ｄ＋
ｉ
＝ ∑

５

ｊ＝１
（Ｚｍａｘｊ－Ｚｉｊ）槡

２， （７）

Ｄ－
ｉ
＝ ∑

５

ｊ＝１
（Ｚｍｉｎｊ－Ｚｉｊ）槡

２． （８）

第ｉ个评价处理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 Ｃｉ（综
合评价值）采用式（９）计算：

Ｃ
ｉ
＝Ｄ－

ｉ
／（Ｄ＋

ｉ
＋Ｄ－

ｉ
）． （９）

综合评价值 Ｃｉ值越大，说明该处理的综合效
益越好，然后根据 Ｃｉ的计算值的大小对不同水分
处理进行排序，文中 Ｃｉ的计算值和各处理的排名
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２个试验期的
综合评价体系的决策结果基本一致，最优灌水间

隔和灌水量组合是 Ｉ１Ｋｃｐ３处理，２年的 Ｃｉ值分别为
０７８９，０７３７；Ｉ１Ｋｃｐ２处理次之，２年的 Ｃｉ值分别为
０７７７，０７１２；Ｉ３Ｋｃｐ１处理最差，２年的 Ｃｉ值分别为
０２９５，０３５８．在同一灌水间隔下，温室番茄的综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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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益对灌水量的响应存在一个阈值（０９Ｅｐａｎ），
当灌水量高于或低于此阈值后，番茄的综合效益

均有降低的趋势；在同一灌水量下，温室番茄的综

合效益随灌水间隔的减小而提高．总体而言，Ｉ１Ｋｃｐ３
处理可实现温室番茄优质高产高效的有机统一，

该处理的灌溉控制指标可以作为温室番茄节水调

质的灌溉指标．

表４　各处理的排序指标值
Ｔａｂ．４　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ｓｏｒ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２０１１

Ｄ＋ Ｄ－ Ｃｉ 名次

２０１２

Ｄ＋ Ｄ－ Ｃｉ 名次

Ｉ１Ｋｃｐ１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２２００２２０４９７ １０
Ｉ１Ｋｃｐ２ ００１０００３３０７７７ ２ ００１１００２７０７１２ ２
Ｉ１Ｋｃｐ３ ００１０００３７０７８９ １ 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７３７ １
Ｉ１Ｋｃｐ４ ００２１００３２０６０２ ５ ００１６００３１０６６９ ３
Ｉ２Ｋｃｐ１ ００３１００１９０３８０ １１ ００２５００２１０４６０ １１
Ｉ２Ｋｃｐ２ ００１４００３１０６９１ ３ ００１５００２４０６１２ ６
Ｉ２Ｋｃｐ３ ００１６００３３０６７１ ４ ００１６００２８０６３５ ４
Ｉ２Ｋｃｐ４ 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５９２ ６ ００１８００２９０６１５ ５
Ｉ３Ｋｃｐ１ ００３５００１５０２９５ １２ ００３２００１８０３５８ １２
Ｉ３Ｋｃｐ２ ００１８００２６０５９０ ７ ００１８００２１０５３２ ８
Ｉ３Ｋｃｐ３ ００２１００２６０５５４ ８ ００１９００２５０５６４ ７
Ｉ３Ｋｃｐ４ ００２６００２６０５００ ９ ００２２００２２０５０１ ９

３　结　论

１）以温室番茄的产量、水分利用率、单果重、可
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和硬度为评价指标，采用变异

系数法可较为稳定地反映各评价指标对温室番茄

节水调质灌溉制度综合评价体系的影响程度．结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温室番茄试验数据确定了评价体系中
各指标的权重，利用２年试验数据所得到各指标的
权重中番茄产量的权重最大，２年分别为０２７７３，
０２７６２．

２）采用ＴＯＰＳＩＳ综合评价方法计算评价值 Ｃｉ，
利用 Ｃｉ值对不同灌溉制度进行排序．评价结果表
明，Ｉ１Ｋｃｐ３为最优灌水间隔和灌水量组合处理，２年
的Ｃｉ值分别为０７８９，０７３７；Ｉ１Ｋｃｐ２处理次之，２年的
Ｃｉ值分别为０７７７，０７１２；Ｉ３Ｋｃｐ１处理最差，２年的Ｃｉ
值分别为０２９５，０３５８．
３）基于水面蒸发量的温室番茄节水调质灌溉

制度：当累积水面蒸发量 Ｅｐａｎ达到１０ｍｍ ±２ｍｍ
时进行灌溉，灌水量为累积水面蒸发量的０９倍，在
产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提高了水分利用率，还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果实营养品质和储运品质，从而

使番茄的商品价值得到提升，给生产者带来更多的

经济效益．
４）节水调质灌溉制度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各

指标权重的确定，变异系数法有效地传递了评价指

标的数据信息与差别，缺点是仅依据了客观数据，

忽视了决策者的知识与经验等主观偏好信息，把各

指标的实际重要性等同化，有时可能会出现权重计

算结果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今后研究中应将主观
权重法和客观权重法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价，这

势必将会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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