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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研究进展

耿润哲，梁璇静，殷培红* ，王 萌，周丽丽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 随着点源污染逐渐得到有效控制，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多数地区影响水环境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推广实施最佳管理

措施(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 被认为是控制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受到区域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政策以及经济成本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流域尺度配置 BMPs 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随着流域空间尺度的变化，会进一步加大 BMPs 配置难度，使

得 BMPs 的配置工作变为了一项多目标决策优化问题，即如何在有限的成本投入下，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需要在不同

空间尺度下对流域 BMPs 进行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从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BMPs 削减效率评估以及 BMPs 多目标协同优

化模拟 3 个方面对面源污染 BMPs 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研究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 1) 包含地块尺度和流域尺度的多尺度模

型耦合系统的构建，将是实现关键源区精准识别的有效途径; 2) BMPs 削减效率对水质改善响应的滞后性、不确定性、时空异质

性、污染物形态转换风险等均是今后 BMPs 削减效率评估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 3) 建立流域污染物负荷削减量与水质改

善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 BMPs 组合数据库、成本数据库以及基于进化算法的的优化配置方案进行耦合，进

而构建多目标决策支持系统，以获取 BMPs 空间优化配置方案以及多目标成本-效益最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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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non-point sources pollution control
GENG Ｒunzhe，LIANG Xuanjing，YIN Peihong* ，WANG Meng，ZHOU Lili
Policy Ｒ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P．Ｒ． China，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With point source pollution gradually being controlled，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s become a threat for water
quality in most regions of China．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 BMPs)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owever，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cropping systems，cultivation methods，policies，
and economic costs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BMP allocation at the watershed scale． In particular，the difficulties further
increase with the changes at spatial scale． As a result，the allocation of BMPs has been moved to a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optimization program，to achieve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targets under limited inputs． Therefore，there is a need for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BMP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Herein，we reviewed the current research
pertaining to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BMP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ith respect to three aspects:
identify the critical source areas ( CSA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assessment of BMPs cutting efficiency，and imitate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BMP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 ) building multi-scale model coupling
system，including land scale and watershed scale，would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accurately identify CSAs; ii) reducing
time lag，uncertainty，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as well as the risk of pollution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will be



http: / /www．ecologica．cn

the key to the cutting efficiency of BMPs; iii) building a nonlinear response relation between watershed pollutant reduction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is essential． The BMP database，cost database，and scientific allocation schemes based on

evolutionary algorithm ( EA) can be combined to build a multi-scale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The allocation scheme of

BMPs and the optimum curve of multi-scale cost-effectiveness can then be acquired．

Key Word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watershed management

近年来，我国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全国平均水质指数为 5．66，同比改善 8．4%，总磷等营养物质已经逐步

取代化学需氧量等成为导致水环境质量下降的首要污染物，面源污染则是多数地区流域水质下降的重要影响

因素［1-2］。由于面源污染发生具有随机性，来源和传输过程具有间歇性和不确定性，使得面源污染的输出受

到自然地理、农业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较为显著，空间变异性强，对其进行监测和治理相对比较困难［3-6］。推

广实施“最佳管理措施”(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 是进行农业面源污染源控制的有效手段。
BMPs 主要有工程型和非工程型两大类［7］，据美国农业部的 BMPs 数据库结果显示，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措施的 BMPs 类型就达 200 种以上。目前，在 BMPs 的实践应用方面，受限于关键源区识别方法的尺度适用

性、BMPs 配置方案操作难易程度、BMPs 对污染物负荷削减效率对水质改善的滞后性以及区域自然地理特征

差异导致的 BMPs 效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导致 BMPs 配置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低，可操作性较差。因

此，针对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BMPs 配置方面的诸多难点，如何通过对 BMPs 的削减效率及其对流域整体

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借助 GIS 空间分析手段，从流域整体对 BMPs 进行多目

标协同优化配置分析，对于实现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BMPs 的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该项研究最早出现于 1980 年代，但当时的研

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8-9］，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大样本量数据计算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到

2000 年左右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 BMPs 优化配置研究逐渐丰富起来，成为在流域尺度开展 BMPs 配置方案研

究的重要方法［10-13］。研究表明，要实现流域 BMPs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研究:

( 1) 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 Critical Source Areas，CSAs) 、( 2) BMPs 削减效率评估、( 3) 空间优化配置模拟。
下面，将分别对这 3 方面内容的研究进展加以论述。

1 BMPs 多目标优化配置

1．1 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

研究表明面源污染物产生及运移过程会受到流域内不同景观、管理措施以及特定点位自然地理条件的强

烈影响，其污染负荷有着很大的差别［14］。只占流域总面积 10%—20%的区域，对流域面源污染负荷的贡献量

通常达到了 80%左右，且而且污染负荷在空间上通常呈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15］，这些污染负荷较高的区

域通常被称为面源污染关键源区( Critical Source Areas，CSAs) ［16］。目前针对面源污染特征分析的关键源区

识别研究主要集中 2 个方面: 一是在流域尺度上利用模型对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规律进行表征，二是针

对某一田间小尺度流域进行深入的实地监测研究［17-18］。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推进了流域面源污染研究

的进展且对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污染负荷量或评价指数高低作为

关键源区的评判标准，缺少不同尺度污染源和迁移因子之间的联系，使得流域面源污染管理和控制往往缺乏

对田间地块尺度污染物的产生规律和影响因素的表征，导致基于关键源区识别的面源污染控制通常不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19］。

随着对面源污染发生机理认识的深化，多数研究均表明流域水文模型和 GIS 技术的联合使用能够在

CSAs 识别、量化以及相应措施的选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7，20］。根据实施的难易程度及适用的尺度，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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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区识别方法主要有风险评价及模型模拟两大类［21］。

风险评价方法主要以量化面源污染负荷的发生风险为基础，通过对污染物产生与运移同时发生的概率进

行估算，进而在污染物流失风险分级的基础上，识别 BMPs 配置的目标区域( 关键源区) ［22］。目前应用较多的

的风险评价方法有磷指数法( phosphorus index，PI) 及其相应的衍生模型，美国学者 Lemunyon( 1993) 等在综

合考虑影响流域内面源污染产生及传输的多个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对磷流失的影响后构建而成。由于其可以

根据研究区的特征对因子进行修正，具有很大的可扩展性，目前在世界各国磷流失的风险评价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与改进［23-24］。PI 既可以识别磷流失的潜在风险也可以定量估算磷的实际流失量，不使用复杂的数学模

型，操作使用方便，具有很强的灵活性［25］。但由于大尺度流域内磷污染的来源、传输及迁移转化过程非常复

杂，对其进行概率量化评估非常困难，因此 PI 法还主要应用于地块尺度，大尺度流域 PI 体系的构建还有待加

强［26］，同时由于风险评价法是基于对污染风险区污染物流失风险高低的定性分析，而流域面源污染的控制以

及 BMPs 的配置需要有量化的风险指标为基础，因此如何将定性的风险分析指标进行量化也成为了限制风险

评估法在流域综合管理体系中进行应用的重要限制性因素［27-28］。

模型模拟方法主要通过将地理信息数据( DEM) 、土壤属性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等进行耦合，能够对流域

内面源污染发生及迁移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复杂的水文及污染物输移过程进行较好的表征，多用于从田间地

块尺度到流域尺度范围研究区面源污染负荷的估算、关键源区识别及不同 BMPs 的长期效果评价，是 BMPs

优化配置的第一个重要前提［27，29-31］。目前应用广泛的机理模型主要有 ANSWEＲS、SWAT、AnnAGNPS 和

HSPF 等［32-3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尺度的提升，流域水文过程和土壤侵蚀过程往往被简化或均一化，导

致对小尺度产污单元的污染特征考虑不够充分［5］，因此，小尺度面源污染模型的引入就显得非常必要，IFSM

模型是一个综合性的田间地块尺度模型，它能够对长时期内地块尺度的工程型和管理型 BMPs 措施的环境和

经济效益进行评估。能够对作物生长、动物生长以及营养物质平衡( 仅包括动物饲料和化肥的输入，输出仅

包括动物产品和农作物产品 P、N、K) 等进行预测。保持地块尺度上营养物质的平衡是防止营养物质富集的

关键因素。同时 IFSM 还能够对典型地块外的土壤侵蚀以及地表径流中 P 的流失进行预测，是一种较好的田

间地块尺度面源污染特征识别机 BMPs 模拟工具［36-37］。

然而，尽管模型模拟法在 CSAs 识别及 BMPs 模拟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和较高的认可度，但是其在 CSAs 识

别和目标措施评估的实际应用方面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 1) 空间数据信息的不匹配性; ( 2) 流域边界与行政

边界( 实际实施) 之间之间尺度存在断层; ( 3) 面源污染物流失量空间传输的非线性所导致的 CSAs 识别结果

的尺度差异性等，这些因素会使得流域内 CSAs 的面积和位置发生变化，为后期 BMPs 的优化配置带来一定的

不确定性。
1．2 BMPs 削减效率评估

BMPs 控制效率的评估是决定措施是否适用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进行流域 BMPs 多目标优化配置的第

二个重要前提，全面考察目标配置方案所包含的 BMPs 及其组合措施的环境效应及成本-效益情况需要采用

一系列的评估方法。常用的 BMPs 削减效率评估方法主要有实地监测、风险评价、模型模拟和养分平衡 4

种［38］。按照实现的原理可归结为实地监测和模型模拟 2 大类。小尺度流域或试验地块的现有研究成果多采

用实地监测的方法对单体措施的效率进行评估，大尺度流域内 BMPs 组合削减效率评估则多通过经验和机理

模型模拟来实现［39-40］。

在研究区位置、水文、气象以及下垫面条件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实施规模及基质材料的最佳管

理措施( BMPs) 效率的研究结果差异明显［41-42］。究原因可归结以下三点: ( 1) BMPs 措施污染削减效率发挥的

滞后性的影响，使得所监测到的措施削减效率与实际削减效率出现较大的差异［43］; ( 2) 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

导致 BMPs 效率发挥的不确定性，如下垫面基质的差异对入渗沟、植草水道等以下渗为主要削减机制 BMPs

效果的发挥所产生的不同影响［19］; ( 3) BMPs 的实施规模以及当地特有的农业生产活动导致的污染物的入流

量差异的影响，如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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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现 BMPs 效率的准确评估，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所带来的措施效率不确定性的影响。孟凡德等

( 2013) 对实地监测、养分平衡、风险评估及模型模拟这四种方法所具有的其优缺点和适用的条件进行了总结

( 表 1) ［45］。结果表明: ( 1) 实地监测法可通过对目标水体中污染物浓度和负荷数据进行长期连续监测，以实

现 BMPs 削减措施效率的有效表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 BMPs 对流域水质和生态功能的实际改善效果的

有效评估。但受限于成本投入、污染源分布离散化、流失以及传输途径的时空异质性等因素，实地监测法很难

在大尺度流域得到应用，而多适用于小尺度区域，在大尺度区域评估时需采用替代的评估方法。养分平衡分

析法是以氮磷等营养元素在地块或流域尺度的输入输出平衡状况作为评价标准，对营养元素在“源”和“汇”

之间传输变化对于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2) 养分平衡法具有简便、易用且所需时间短等特点，同

时还可有效规避措施效率的滞后性对评估效果的影响，但对影响污染物削减的传输过程变化考虑较少，无法

对以传输机制控制为主的 BMPs 进行较好的表征。( 3) 风险评估法通过调整源因子、运移因子类型及参数，可

模拟源控制及传输过程控制为主的 BMPs 的实施效果。该方法很难对以种植活动和饲养活动等为控制目标

的措施效率的年际间变化情况进行有效表征［21，46］，并且在缺乏实地监测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无法很好的反映

污染物传输过程对面源污染的影响，且 BMPs 的削减效率易被模型结构和参数的不确定性影响［47］。风险评

估法进行 BMPs 效率评估时最主要的缺陷还在于其评估结果只是污染物流失的潜在风险值，并不是实际的磷

流失量，而如何将定性的评估结果进行量化，以使其满足 BMPs 优化配置的模拟要求目前来看还鲜见相关研

究报道［48］。另外，在源因子以及迁移因子的权重确定、评估结果的风险等级划分环节还缺乏统一的标准，说

专家打分主观性影响较大，使得风险评估法对 BMPs 削减效率评估的计算结果可信度通常不高［49］。( 4) 模型

模拟方法可以对不同空间尺度下 BMPs 源头控制、时间效应、传输路径控制等环节进行表征，精度较高，但是

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等要求较高，同时由于模型设计成百上千的参数，在使用过程

中如校验不当，还会导致“异参同效”现象的出现，对精准评估 BMPs 的削减效率产生干扰。
不同评估方法对于 BMPs 效率的评估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因此其适用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如何

有效的将各种方法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已成为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热点。大量已有研究表明，方法集成过

程中的实地监测工作不可或缺。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将不同评估方法进行组合，才可

达到预期 BMPs 评估目标。例如，Brown 等以 NCYCLE ( 氮循环模型) 模拟结果为数据来源，进行了场域平衡

估算，最终通过编程设计出了一种施肥决策支持系统( NGAUGE) ［50］。Oenema 等为考察源削减对河流水质的

影响，首先利用营养平衡模型( MINAS) 估算了小尺度研究区营养盐的盈余，接着将这一数据带入到河流水质

模型中，进而预测了不同施肥方式对河道内生态系统的影响［51］。

此外，在传统 BMPs 评估的基础上，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所建立的 BMPs 数据库也已成为 BMPs 削减效率评

估的重要手段，如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农业部就在美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 BMPs 效率评估及检测相关的

基础研究工作，其下属的自然资源保护局( NＲCS) 基于此构建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个 BMPs 评估数据库，该数

据库中包括约 160 种农业 BMPs，且免费对外开放。用户可通过检索该数据库来获取拟实施的各项措施对目

标污染物的潜在削减效率以及实施所需的成本数据，为 BMPs 的实地配置工作提供决策分析依据。在欧洲，

自 2005 年起有超过 30 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名为“Cost action 869”地表水和地下水中营养物质削减措施评估计

划，构建了包括养分管理、农业管理、化肥施用管理等八类措施在内的 BMPs 成本-效益评估数据库，可对欧洲

地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 BMPs 配置决策依据［42］。

国内唐颖以 BMPs 适用区域特征、BMPs 径流控制功效特征和 BMPs 成本投入为三个关键标准类别，建立

了适用于城市暴雨径流控制的 BMPs 的初步比选体系［52］。耿润哲等以文献资料中关于对 BMPs 削减效率研

究数据为基础，结合计算机计算机数据库技术(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和(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和编程技术对数据库进行整合分析构建了适用北京市密云水库流域的 BMPs 削减效率评估工具

箱，结合 ANOVA( 方差分析) 法识别影响 BMPs 削减效率的关键因子，能够对 BMPs 进行有效筛选和评估。这

些研究虽都能有效的对拟实施 BMPs 进行筛选，但是在不同程度上均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或监测数据作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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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才能实现，同时，由于其所需的设计参数、成本维护等信息大多来自美国环保局 ( EPA) 或美国农业部

( USDA) 的 BMPs 数据库，因此，在本地化应用及实际评估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表 1 各种评估方法特点总结［45］

Table 1 Summary of assessment method features

评估方法 Assessment methonds

实地监测
Field monitoring

平衡理论
Nutrients balance

风险评估
Ｒisk assessment

模型模拟
Modeling

削减效应 源头控制 Source control Y Y Y Y

Ｒeduction effectiveness 时间效应 Time lags Y Y① Y

传输路径控制 Path control Y Y Y

尺度 Spatial sclale 地块 Field Y Y Y Y

农场 Farm Y Y Y Y

流域 Watershed Y Y Y Y

国家 National Y Y

复杂性 Complexity 单一方法 Single-method Y Y Y Y

综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 Y Y② Y② Y

数据需求 地块 Field 中 低 低 中

Data requirement 农场 Farm 中 低 低 中

流域 Watershed 高 中 中 中到高③

国家 National 高 中 高 中到高③

不确定性④Uncertainty 地块 Field 低 中⑤ 低 /中 中

农场 Farm 低 中⑤ 低 /中 中

流域 Watershed 中 中⑤ 中 高

国家 National 高 高 高 高

①粪肥使用的时间性的重大改变有敏感性;②未给出多种削减措施的交互作用指标; ③机制模型的数据需求高于经验模型; ④从污染源到

时间性以及传输路径控制类型之间的不确定性是增加的;⑤假设可通过污染物盈余量来估算流失量。其中 Y 表示四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所能够

实现对相应尺度下的削减效应、尺度、复杂性、数据需求、不确定性等的表征

1．3 BMPs 多目标优化配置模拟

流域内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 BMPs 及其空间组合方式以满足面源污染的控制管理要求，这使得基于

BMPs 及其组合的面源污染控制问题，实际可转化为多目标决策问题。多目标是指实现 BMPs 配置的成本最

低，氮、磷等污染物的削减效率最高，水质改善效果最显著 3 个方面的目标，三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动态响应

关系，优化配置方案是指当以上 3 个目标达到均衡状态点( 也称阈值点) 的 BMPs 组合方案。BMPs 多目标优

化配置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 污染物实地监测或调查数据同最优化的数学方法相结合; 模型模拟同最优化的

数学方法相结合( 或者也可称之为 BMPs 组合优化综合模型，主要包括面源污染物削减模型、经济模拟模块以

及一个最优化模型) 。下面就这些方法在国内外的应用做简要的论述。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42］: a) 有效

的面源污染评估工具，通常为机制性模型，其能够对流域内特定点位不同 BMPs 及其污染物削减效率进行较

好的模拟表征; b) 经济评估模型或经济评估公式，其能够有效的对不同空间位置的 BMPs 的成本进行分析; c)

最优化算法程序，其能够有效通过广泛的、非线性的以及非连续性的解空间的寻优运算来解决流域面源污染

的最优化求解问题［53］。基于遗传算法衍生的多目标进化算法能够有效解决多种目标的决策优化问题，同时

还能够获取全局性的帕累托最优解。以次方法为优化方法，可以为流域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的成本-效益

最优化决策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目前关于 BMPs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研究多以美国学者和我国学者所建立的“水文模型+最优化方法”为

主，通过将 SWAT 模型与最优化的数学方法进行耦合来解决农业流域内 BMPs 的优化配置问题［6，52，54-58］。在

欧洲则多以考虑污染物输出的流域决策支持系统构建作为实现 BMPs 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如: Elbe-
DSS［59］，MULINO DSS［60］，FLUMAGIS DSS［61］，SEAMLESS-IF［62］等，以上这些决策支持系统均能够在不同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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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度下对多种农业管理措施进行评估。然而，其对实地监测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的要求较高且通常需要操

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以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转换及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评估。目前多数决策支持系统

均是在区域尺度或大流域尺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对于中小尺度的 BMPs 空间优化配置问题的解决能力不足，

并且这类方法通常通过对单体措施的整体性能进行均一化并赋予权重来作为 BMPs 评估的多重准侧［60］。较

为明确的多目标决策进化优选过程在以上研究中并未很好的体现。

对美国学者所建立的 SWAT-GA 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发现，还具有可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如，Gitau 等

和 Veith 等的研究并没有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且未提供最优化方案的成本-效益曲线［13，63，64］。相比较而言，

Bekele 等的研究虽然有关于成本-效益曲线的相关描述，但是仅仅是针对于 BMPs 成本与泥沙负荷量之间的

关系，因此其在 BMPs 的类型选择方面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65］。Arabi 等的研究中虽然提供了不同污染物削

减效率及其 BMPs 成本之间的成本-效益曲线，但是其环境目标是以污染物的加权负荷量来表示的，因此在其

研究中并未对不同营养物质的削减效率进行较为明确的表示［54］。Ｒabotyagov 等的研究工作与之前几位学者

的工作之间体现了较大的不同，其以三个决策标准的最小化为基础，对不同营养物质的成本-效益进行评

估［66］。然而，以上所有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每进行一次优化求解过程就需要对 SWAT 模型进行一次运行，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Maringanti 等提出了一套新的决策支持方案，其通过 BMPs 数据库的构建来代替 SWAT

模型动态评估与优化算法之间的关系，其数据库可以实现 BMPs 削减效率的实时评估以及 BMPs 成本数据的

评估，这使得 BMPs 优化配置研究工作的运行时间大大降低［7］。但是其研究中仅仅是针对了单一的耕地

BMP 类型中的 3 种 BMPs 及其组合进行评估，因此，其并未对该方法在不同的土壤类型、耕地类型以及畜禽养

殖条件下的适用性进行测试。

通过对以上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目前 BMPs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多以“水文模型-优化算法”相耦合的方式

分别对单一地块或流域尺度内的 BMPs 配置方案进行优化，未对内地块尺度和流域尺度间污染物分布特征和

BMPs 配置方案的累积效应进行系统考虑。但污染物在流域内不同等级河道间运移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

累加，而是随着支流向主河道转换的聚合过程，呈现非线性的阈值响应关系［67］。同时，BMPs 措施功效的发挥

还会受到时间尺度变化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导致流域尺度的 BMPs 优化配置方案在地块尺度的适用性

低，而地块尺度方案对流域整体污染控制功效的表征不够准确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流域整

体角度统筹考虑面源污染配置方案的优化技术流程及方案设计。

2 研究展望

以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开展面源污染的防治工作已成为成为国内外面源污染控制措施研究关注

的热点和难点。BMPs 作为一种有效的面源污染控制手段，如何从流域整体的角度对面源污染的传输迁移转

化等各个阶段配置 BMPs，并克服自然地理、空间尺度、人类活动等因素对 BMPs 配置方案的污染物削减效率

和成本投入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实现在有限资金条件下 BMPs 的合理、高效配置，达到流域水环境整体改善

的多目标优化，对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 1) 流域面源污染关键源区的精准识别是实现 BMPs 多目标优化配置的第一个重要前提。在今后的研究

中需要整合各种方法的优点，根据研究区特征建立易于操作的综合评价体系，统筹辨析子流域与田间地块两

个尺度的污染物分布特征，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源因子、迁移过程、流域水环境、控制措施可行性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选择合适的评估模型进行耦合，以克服单一识别方法难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 CSAs 精准识别

的不足。
( 2) BMPs 削减效率的准确评估是实现流域 BMPs 多目标优化配置第二个重要前提。而 BMPs 实施后污

染物削减效率与水环境质量改善之间响应的滞后性、模型不确定性、时空尺度异质性、污染物形态的转换风险

等均是今后 BMPs 削减效率评估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小尺度区域实地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嵌

套式流域”的构建思路对模型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将会是今后多尺度区域 BMPs 削减效率有效评估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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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 3) 将 BMPs 数据库、成本数据库以及基于进化算法的的优化配置方案模拟模块进行耦合，进而构建有效

界面友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确定 BMPs 空间优化配置方案及成本-效益最优曲线，对于流域面源污染控制

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受尺度效应的影响，在河流生态系统恢复、重建过程中，水环境变化对人

为干预的响应几乎均为非线性的( 阈值效应) ［68-69］响应关系，所以流域污染负荷的持续削减并不意味着河流

环境质量一定会持续改善［70］。因此，在未来的 BMPs 配置研究中，建立流域污染负荷削减比例与水质改善之

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对提高空间配置方案的实施效果评估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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