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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颖玲F

!F7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长沙"!FEEEF$ D7长沙理工大学乡村安全研究所"长沙"!FEEEF#

摘要" 灾害频发不断困扰乡村!如何精准识别乡村领域的综合灾害风险成为当下防灾减灾的重要内容* 为此!以湖

南省花垣县 DGD 个村为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中风险形成的三要素!定义综合灾害风险指数!并构建体现孕灾

环境动态性的评价体系* 通过层次分析法%$%$6M,4:14+9$9:1M@9;:+88!([_& )优劣解距离法%,+:1%4b.+=;9;9&+9

@9+=+9+%:+<M84?46$94,M,;4&+$68;6.,4;%!\d_C]C&+熵权)\d_C]C+([_和熵权法 ! 种模型比较!开展乡村综合灾害风

险研究* 结论如下"

!

多模型评价结果具有正相关性!数值比为 FkE7HNNkE7N!EkE7IGQ!且熵权)\d_C]C模型更适

合案例区综合灾害风险评价'

"

案例区综合风险指数的莫兰指数%Z;9$%(8]&为 E7N!!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且呈现0西高东低+局部显著1的空间分布特征* 文章深化了乡村领域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研究!可为科学指导乡

村防灾减灾工作开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安全实施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综合灾害风险' 乡村安全' 熵权)\d_C]C' 防灾减灾

中图法分类号" \_NQ' \BQH!"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DEQN )EG!5%DEDD&E! )EFJJ )EQ

收稿日期" DEDF )FF )FE' 修订日期" DEDD )EF )DN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0基于时空动态分析的村镇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导则研究///以湖南省山地村镇为例1%编号"

DEDEcc!JDF&+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0基于多元时空数据的湖南山地村镇地质灾害安全性评价1%编号" FQTEDD&+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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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助*

第一作者" 邹 芳%FQHF )&!女!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防灾减灾方面的研究* ?̂$46" L;.=$%2e:8.8,7+&.7:%*

E"引言

随着我国0乡村振兴1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发

展加速!而各种灾害频发!不断威胁着乡村发展!甚

至使其毁于一旦!这一现象在湖南省湘西山地村镇

领域尤为凸显* 因此!如何厘清多灾害风险形成耦

合机制!精准识别综合灾害风险!是目前乡村防灾减

灾规划的研究重点#F )D$

* 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乡

村领域的综合灾害风险定量分析!旨在使防灾减灾

工作迈向规范化+精准化+高效化!提升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对于城乡安全的关注由来已久#G )Q$

* 根据

维普文献数据库显示的 DEFD/DEDF 年发表的文献

数量统计#F )DQ$

!与安全相关的0韧性城市1+0弹性城

市1研究正在火热开展!而综合灾害风险识别等研

究却相对较少' 同时!与城市不同的是!不管是0韧

性1+0弹性1还是0灾害风险1研究!乡村都受到了

0冷落1!可见针对乡村综合灾害风险的研究亟需

加强*

已有研究表明!在研究内容层面上!关于0韧

性1+0弹性1的内容多关注灾后的修复!(6<+9,4

#FE$提

到对于灾害的化解变化的能力!澳大利亚弹性联盟

机构强调吸收干扰并总结增强自身的能力#FF$

* 而

风险评价则多关注灾害自身的形成机制与风险大

小!FQQF 年史培军#FD$首次提出了区域灾害系统理

论' 黄崇福等#FG )F!$建立了风险评价的多级模型!对

灾害风险评价进行了初步探究* 之后!大量学者对

灾害风险评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谢全敏#FI$从

滑坡灾害危险性+承灾体易损性和破坏损失 G 个方

面出发!形成灾害风险评价方法' 杜鹃等#FJ$从洪灾

致灾因子因素+孕灾环境因素和承灾体因素 G 个方

面开展灾害的综合评价' 王春乙等#FN$则从气象灾

害的危险性+脆弱性+暴露性和防灾减灾能力 ! 个方

面入手!构建单灾害风险评价体系* 以上研究多集

中于单灾种的评价!而多元主体风险与多源耦合风

险等研究已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及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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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FH$

*

从研究方法上看!单灾种风险评价精确性较高

且方法成熟#FQ )DF$

!而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相对滞后*

目前关于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

法+层次分析法%$%$6M,4:14+9$9:1M@9;:+88!([_&+模

糊综合评价法#DD )DG$等!这些方法各有侧重* 王树

声#D!$基于定性的专家打分法确定因子权重!开展城

市灾害综合风险评价' 王望珍等#DI$和陈报章等#DJ$

采用半定量半定性的([_法确定因子权重!对灾害

风险进行综合评价' 雷永登等#DN$采用综合定权方

法%4%,+29$,+& V+4214%2;=<;,1 b.$64,$,4A+$%& b.$%,4>

,$,4A+V$M8!]-&!对中国玉米综合灾害风险进行了

评价' 代文倩等#DH$采用局部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

后!使用云模型对城市综合灾害风险进行评价* 可

见!已有研究中同时定量考虑权重赋值和风险评价

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价尚少*

从上述研究中不难发现!首先!防灾减灾等方面

的研究多关注城市宏观层面!缺乏微观尺度的乡村

灾害风险研究' 其次!指标体系构建没有统一标准!

且指标选取多为静态!不能反映灾害形成的动态过

程' 再次!在评价方法上!同时定量考虑权重赋值和

风险评价的方法较少*

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依托湖南省花垣县 DGD 个村展开微观尺度研究' 同

时借鉴区域灾害系统理论!构建综合灾害风险指数!

结合致灾因子的风险性+孕灾环境的稳定性和承灾

体的脆弱性!形成综合动态指标体系' 突出从权重

赋值到风险评价的定量分析!采用熵权 )优劣解距

离法 %,+:1%4b.+=;9;9&+9@9+=+9+%:+<M84?46$94,M,;

4&+$68;6.,4;%!\d_C]C&模型等多模型比较!量化并验

证案例区的风险性* 本研究通过评价不同地区的风

险性来反映乡村空间的安全性!揭示不同村庄综合

灾害风险形成机理!旨在为后续的防灾减灾策略制

定提供理论依据*

F"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F7F"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花垣县位于湖南省西部!与贵州省松桃县+重庆

市秀山县接壤!地跨 F̂EQfFImgFEQfGHm!*DHfFEmg

DHfGHm!总面积为 F FEQ7GI W?

D

* 区域内地貌类型

以平原+山地为主!自然资源禀赋!但经济水平相对

较落后* 其深受综合灾害的困扰!火灾+地质灾害和

尾矿库等风险0点多面广1!且处于易发+高发区!村

镇建设发展与风险威胁的矛盾日益凸显*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 D

大类* 其中!为凸显孕灾环境的动态性!大量空间数

据来源于多时相遥感数据!如'$%&8$,卫星遥感影像

数据+SZC_Kd'C夜光遥感数据+中国土壤科学数据

库+全国温室数据系统+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

平台等' 而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为花垣县 FD 个乡镇

的政府和部门官网资料+规划图纸+实地踏勘和电话

访谈等*

F7D"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原理

本次研究中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原理%图

F&!关注%多灾种&灾害风险形成的动态过程#DQ$

!基

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

体 G 个方面来定义研究区乡村综合灾害风险指数*

!

致灾因子" 是指直接作用于承灾体的风险因子!

包括极端天气等自然因子和火灾等人为因子'

"

孕

灾环境" 是指外部自然系统环境对乡村内部产生潜

在干扰的源头!及为主动应对风险所设立的防灾减

灾系统!如现有防灾能力及自然+人文等孕灾要素的

动态变化'

#

承灾体" 是指乡村空间遭受灾害风险

的承担者!主要包括生命财产以及固定资产等* 乡

村综合灾害风险指数公式为"

" H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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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3为评价单元内的乡村综合灾害风险指数'

S

$+

为致灾因子层内第 +个评价因子权重' L

+

为致灾

因子层内第+个评价因子指标值' -F 为致灾因子层

所含因子个数' S

<+

为孕灾环境层权重' K

+

为孕灾环

境层内第+个评价因子指标值' -D 为孕灾环境层所

含因子个数' S

:+

为承灾体层权重' 5

+

为承灾体层内

第+个评价因子指标值' -G 为承灾体层所含因子

个数*

图 ;<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原理框架

=.4>;<=2"I):/2M/0)@"31"*./#72.#-.73)

0/2212"3-/I72)5)#,.@)$.,",*)2

""本次研究按照数据处理+评价分析与结果验证

G 个步骤开展!具体内容与技术手段如图 D 所示*

)N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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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技术流程图

=.4>A<D)-5#.-"303/:-5"2*

F7G"研究方法

F7G7F"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中的致灾因子+孕

灾环境+承灾体三要素!结合花垣县地域特色!遵循

指标科学性+可获取性+全面性的原则!最终建立案

例区 ! 级 GD 项指标*

!

致灾因子层中!从自然灾害

和人为灾害 D 方面!根据历年花垣县发生的地质灾

害+火灾+洪涝灾害和极端气象灾害等情况!共选取

洪涝灾害等 J 项指标!代表案例区可能面临的综合

灾害风险性'

"

孕灾环境层中!为突出孕灾环境的

动态性!通过 DEFF/DEFQ 年 H $间数据差值计算!

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防灾能力和抗灾能力 ! 个方

面!选取户籍人口数变化和工业产值变化等 DE 项指

标作为孕灾环境的稳定性'

#

承灾体层中!主要通

过生命财产与固定财产 D 方面来体现承灾体的脆弱

性!选取老龄化人口数等 J 项指标分别表征多元主

体状态+基础设施状态和耕地利用状态等!其正向指

标值越大!承灾体遭受的损失越大* 最后!通过正向

化转换及归一化处理!将所有指标转为无量纲!为后

续模型运算做准备* 具体指标情况如表 F 所示*

表 ;<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D"+>;<T@"31"*./#.#$)Q ,9,*)I/0212"3-/I72)5)#,.@)$.,",*)2

准则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正向化 指标解释及单位

(

致灾

因子

(F

自然灾害

(FF 极端气象灾害

%风雹+干旱+低温冷冻&

(FD 洪涝灾害

(FG 地质灾害

极大

极大

极大

反映极端气象灾害频率与分布%历年总和K次&

反映洪涝灾害频率与分布%历年总和K次&

反映地质灾害频率与分布%历年总和K次&

(D

人为灾害

(DF 尾矿库面积

(DD 火灾

(DG 空气质量指数

极大

极大

极大

反映矿污染可能性%实际值K?

D

&

反映火灾灾害频率与分布%历年总和K次&

反映空气污染状况 %实际值K%

'

2)?

)G

&&

T

孕灾

环境

TF

社会环境

TFF 户籍人口数

TFD 户均纯收入

TFG 流动人口数

TF! 土地利用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反映户籍人口变化数量%差值K人&

反映乡村居民经济水平%差值K%元K人&&

反映乡村人口流失压力%差值K人&

反映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面积差值K?

D

&

TD

自然环境

TDF 坡度

TDD 土壤类型

TDG 降雨

TD! *Sa]

TDI 水文

TDJ 温度

TDN 风速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反映地形地貌特征%差值K%f&&

反映地基承灾力大小%分类打分差值K分&

反映洪涝干旱灾害发生可能性%差值K??&

反映植被覆盖度变化%差值&

反映水域面积变化%水体面积差值K?

D

&

反映气象灾害发生可能性%差值Kn&

反映年平均风速变化%差值K%?)8

)F

&&

TG

防灾能力

TGF 防灾能力

TGD 工业产值

TGG 农业产值

TG! 工业企业

极小

极小

极小

极小

反映防灾职能体系+检测预警方式+安全防治与实施情况%打分差值K分&

反映工业产业经济水平%差值K元&

反映农业产业经济水平%差值K元&

反映工业企业发展水平%差值K个&

T!

抗灾能力

T!F 生命线长度

T!D 医疗机构在职人数

T!G 消防设施数

T!! 潜在应急疏散场地数

T!I 应急疏散通道长度

极小

极小

极小

极小

极小

反映市政管线输送能力%差值K?&

反映主体应对风险的技术水平%差值K人&

反映消防抗灾能力%差值K个&

反映多级应急疏散能力%差值K个&

反映应急疏散能力%差值K?&

Y

承灾体

YF

生命财产

YFF 老龄化人口数

YFD 就业人口数

极大

极大

反映脆弱人群数量%实际值K人&

反映乡村生产主体的数量%实际值K人&

YD

固定资产

YDF 交通用地面积

YDD 房屋建筑面积

YDG 耕地面积

YD! 基本农田面积

极大

极大

极大

极大

反映基础设施状况%实际值K?

D

&

反映居民住房财产情况%实际值K?

D

&

反映土地生产状况%实际值K?

D

&

反映保障耕地数量的政策程度%实际值K?

D

&

)H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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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G7D"评价模型

F&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以各评价指标间的

差异程度来确定权重系数的客观赋权法#GE$

!具体操

作流程为通过建立数据矩阵并标准化!再确定评价

指标的熵值与各指标的权重!公式为"

(

?

CE

F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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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

+?

#

-

+CF

'

+?

6%

'

+?

#

-

+CF

'









+?

! %D&

式中" (

?

为第 ?项评价指标的信息熵值' '

+?

为标准

化后矩阵' +为评价单元个数!?为每一评价单元评

价指标个数!其中+qF!D!.!-' ?qF!D!.!)*

D&([_* ([_是一种半定量半定性的系统分

析法!其指标权重偏向主观#GF$

* 具体操作流程为构

造判断矩阵后对其进行层次单排序!对结果进行归

一化处理后得到各评价因子权重!最后进行一致性

检验*

G&\d_C]C* \d_C]C 主要用来解决有限方案多

目标决策问题!是一种以运用距离作为评价标准的

综合评价法#GD$

* 具体操作流程为构建指标矩阵后

进行无量纲与正负理想化处理!并计算各评价指标

与最优值和最劣值的欧式距离%式%G&&!最后计算

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式%!&&* 按接

近度大小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接近程度越

大!表示结果越好!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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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X

+?

为矩阵'

+?

中的最大值' '

)

+?

为矩阵'

+?

最小

值' M

X

+

为该评价指标的最优距离' M

)

+

为该评价指

标的最劣距离' 5

+

为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

程度%E

&

5

+

&

F&*

本次研究的 ([_)\d_C]C+熵权 )\d_C]C+熵

权法和([_! 个模型是来源于上述 G 个基本理论!

其中([_和熵权法侧重指标权重的确定!而对风险

评价部分则采用简单叠加' 熵权)\d_C]C 和([_)

\d_C]C则是在不同指标权重方法下!体现指标间空

间距离差异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D"研究结果

D7F"多模型比较结果

根据 ([_)\d_C]C+熵权 )\dC]C+熵权法和

([_! 种模型综合风险指数结果显示 !! 种模型运

算结果在趋势上具有趋同性* 首先!! 种模型运算

结果具有强相关性%表 D&!相关性系数为 E7IIQ g

E7QND!均为正相关!其中最高值为([_)\d_C]C 与

([_*

表 A<H 类模型结果相关性分析

D"+>A<F/22)3"*./#"#"39,.,/02),13*,/00/12I/$)3,

模型
熵权)

\d_C]C

([_

([_)

\d_C]C

熵权法

熵权 )\d_>

C]C

F

E7NIF

((

E7NGG

((

E7HQE

((

([_

E7NIF

((!

F

E7QND

((

E7JJ!

((

([_)\d_>

C]C

E7NGG

((

E7QND

((

F

E7IIQ

((

熵权法
E7HQE

((

E7JJ!

((

E7IIQ

((

F

!((

表示相关性在 E7EF 上显著

""其次!在数值上呈现0([_)\d_C]C p熵权 )

\d_C]C p([_p熵权法1 %图 G&!以最大值 ([_)

\d_C]C值作为基准值!([_)\d_C]C!熵权 )\d_>

C]C!([_和熵权法的运算结果比为 F kE7HNNk

E7N!EkE7IGQ*

图 C<多模型比较结果!局部#

=.4>C<!),13*,/0I13*.'I/$)3-/I7"2.,/#%7"2*."3&

""再次!! 种模型运算结果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

高相关性%图 !&!均显示出0西高东低!局部显著1

的特征* 对 ! 种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 首先!基于

统计学中0集中趋势1原则!为了减少数据的扰乱

性!一般去掉最高和最低的异常值!故优先选择熵

权)\d_C]C模型和 ([_模型* 其次!就 ! 种模型

)Q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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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点而言!([_强调主观的角度进行判断!结果

往往因为打分者本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 而熵权法

则侧重客观的角度进行判断!权重反映的是各种评

价因子自身所带有的信息量!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

的偏差* 因此!熵权)\d_C]C模型比其他 G 种模型

更适合本次研究!其结果的稳定性与客观性更高*

%$& ([_)\d_C]C %<& 熵权)\d_C]C %:& ([_ %&& 熵权法

图 H<多模型运算结果

=.4>H<!),13*,/0I13*.'I/$)3/7)2"*./#

D7D"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结果

按照各村庄基本分析单元风险值的统计!采用

自然断点法对基于熵权 )\d_C]C 模型的研究区综

合灾害风险分级结果如图 I 所示*

图 V<花垣县乡村综合灾害风险分级

=.4>V<!12"3-/I72)5)#,.@)$.,",*)2

2.,M42"$.#4 .#]1"91"#F/1#*9

""首先!花垣县综合风险性指数呈现0西高东低+

局部显著1的空间分布特征* 高风险区要分布于花

垣县西部踏沙村和大寨村等地!共 F JDQ 个分析单

元!面积占比约为 DD7Fh* 中风险区主要位于花垣

县中部板塘村和张匹马村等地!共 G EHQ 个分析单

元!面积占比约为 GQ7Gh* 较低风险区主要集中于

花垣县东部金龙村和桃花村等地!共 D !!J 个分析

单元!面积占比约为 DQ7Fh* 低风险区在花垣县西

部如谷坡村和新桥村等地!共 HHI 个分析单元!面积

占比约为 Q7Ih* 其次!通过莫兰指数%Z;9$%(8]&

分析%图 J&!全局莫兰指数为 E7N!!=值为 Q!7QN!

2oE7EF!因此研究区乡村综合灾害风险呈现显著空

间自相关性!即存在明显空间集聚现象!高值)高值

集聚于花垣县西北部!低值 )低值集聚于花垣县东

部*

图 Z<花垣县乡村综合灾害风险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

=.4>Z<B7"*."3"1*/-/22)3"*./#"#"39,.,

/0212"3-/I72)5)#,.@)$.,",*)22.,M

.#$)Q .#]1"91"#F/1#*9

D7G"乡村综合灾害风险因子评价结果

为了精准刻画不同乡村综合风险的来源!量化

不同村庄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的空间差异

性!深入分析案例区综合灾害风险* 综合灾害风险

因子评价结果如图 N 所示*

)E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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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灾因子风险性 %<& 孕灾环境稳定性 %:& 承灾体脆弱性

图 [<花垣县综合灾害风险因子评价结果

=.4>[<&,,),,I)#*2),13*,/0-/I72)5)#,.@)$.,",*)22.,M0"-*/2,.#]1"91"#F/1#*9

""F&致灾因子风险性结果如图 N%$&所示!整体趋

势为0西高东低!局部显著1的空间布局* 高风险性

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白岩村和踏沙村等地!低风险

性区域集中于东部岔那村和那光村等地* 同时!局

部高)低风险分异性显著!如花垣县中部排达鲁村

和麻栗场村等地!这与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结果一致*

D&孕灾环境稳定性结果如图 N%<&所示!整体趋

势为0北高南低!东西两侧稍强1的空间布局* 其中

孕灾环境高稳定性区域主要集中北部!如佳民村和

三角岩村等地!而低稳定性区域主要集中南部!如排

当村和合兴村等地* 其中高稳定性区域是由于村庄

自身防灾职能体系完善!从而表现为孕灾环境高稳

定性' 而部分低稳定性区域是风速+降雨等因素处

于高变化状态!因此造成孕灾环境的不稳定性*

G&承灾体脆弱性结果如图 N%:&所示!整体趋势

为0北部集中!高值分散1!这与社会经济呈现强相

关性* 高脆弱性地区主要是北部中心城区及各乡镇

政府所在地区!呈面状及散点状分布* 脆弱性低区

域往往处于乡镇边缘+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如花垣县

南部坡脚村和大龙村等地*

G"分析与讨论

G7F"综合风险评价指标

综合灾害风险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决定风险评价

结果的精准性!是风险评价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

文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即致

灾因子的风险性+孕灾环境的稳定性+承灾体的脆弱

性三者相互作用形成风险!因此从致灾因子+孕灾环

境和承灾体 G 个方面选择评价因子在理论和实践上

是科学可行的* 其中!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反映的是

直接风险源与风险载体!是学术界已有的经典类型*

而孕灾环境反映的是自然和人工环境的稳定性!是

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的重点内容!值得深入分析

与讨论* 其重点应该是自然和人为环境的动态变化

所造成的潜在风险!而不是分析静态环境因子* 不

同于已有的研究!本次研究的特色正是关注孕灾环

境因子的动态性!选取地表植被变化+人工建设变化

和人口流动等作为评价指标* 并且从历史灾害数据

来看!这些指标都真实反映了灾害风险的形成过程*

因此!通过动态指标的选取!灾害风险评价能够得到

更精确+科学的表达*

G7D"综合风险评价结果

综合灾害风险性是由致灾因子风险性+孕灾环

境稳定性+承灾体脆弱性共同作用而成* 不同村庄

综合灾害风险空间分布的差异性!由 G 类一级指标

因子的异质性所导致!因此对于不同等级的风险区!

可从以下 G 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F&高等风险性区域存在 D 类情况* 一类区域

由于所处乡村致灾因子风险性较高!灾害频繁发生

导致!如祥和村!村内有 D 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

点!并且 DEFJ/DEFH 年共发生低温冷冻 G 次+干旱 F

次* 另一类由于所处乡村承灾体脆弱性较高!一旦

发生灾害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如兴龙社区和城北社

区!此处建设用地集中!同时张花高速+OGFQ 和

ODEQ 等重要道路在此穿过!从而导致高风险性*

D&中等风险区是 G 类一级指标因子没有极值

情况从而表征为中等风险性* 其较为明显的为三塘

村!在致灾因子方面!有极端气象灾害发生!但没有

其他明显的局部灾害!整体表现为中等风险性' 在

孕灾环境方面!村庄土地承灾力低造成孕灾环境为

中等稳定性' 而在承灾体方面!该村 DEFQ 年人口仅

为 QFJ 人!处于全县中低水平!从而导致易损性呈现

中低现象*

)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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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较低 )低等风险区也存在 D 类情况* 一类

区域由于致灾因子风险性低+孕灾环境稳定性高+承

灾体脆弱性低所形成!如新桥村和尖岩村等地* 另

一类区域有明显的局部致灾因子如张刀村!由于发

生地位于非建设用地上!因此造成影响损失较小'

同时村域内其他用地评价为低风险性!从而全村表

现为较低)低等风险性*

G7G"多模型比较

综合灾害风险评价考虑因素较多且相互之间耦

合作用复杂!导致结果难于检验!因此评价方法的选

取值得深入分析与讨论* 本次研究采用多模型比

较!其目的在于通过多种经典方法!选取最适合案例

区的模型及检验模型结果!以保证结果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

! 类模型侧重点不同!([_为简洁常用的经典

评价方法!其权重依赖于主观定性判断* ([_)

\d_C]C是在 ([_的基础上!权重赋值依赖于定性

判断!风险评价方面侧重以几何距离代替直接叠加!

但结果仍受主观权重影响* 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方

法!其通过数据自身的客观信息进行权重赋值!但风

险评价部分则相对缺乏定量分析* 而熵权 )\d_>

C]C既保证了权重赋值的客观性!又可以在风险评

价上客观反映出风险因子的影响及作用* 综上所

述!相较于另外 G 种模型!熵权 )\d_C]C 模型更具

可信度与精确度*

!"结论

本文利用 DEFF/DEFQ 年湖南省花垣县光学遥

感影像+夜光数据+综合灾害数据和空气质量检测等

数据!定量评价乡村综合灾害风险并揭示其空间格

局特征!科学指导乡村用地安全发展*

F&凸显乡村地域特色!并基于传统区域灾害系

统理论的支撑!区别城市层面的综合灾害风险指标

体系!本文构建乡村综合灾害风险指数及指标体系!

为相似地域的村镇防灾减灾提供理论经验*

D&不同于常规灾害风险评价数据的静态性!本

文借助多时相遥感数据实现孕灾环境的动态分析!

提高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并且采用多种模

型比较!从评价技术上也改善综合灾害风险识别的

精准性!为政府部门的乡村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提供

决策支撑*

因此!整体研究从综合灾害风险视角探究乡村

用地安全!形成一套适合山区乡村的综合灾害风险

评价体系!有一定的特色和应用性* 但也存在一些

不足!关于综合灾害风险指标提取技术及评价方法

等方面!后续仍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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