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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子计算机预报农业产量

广西计算中心 张正铀

广西区观象台 吴全衍

区进明

姚 洪 张建平

虹靖甘陈

木文探讨 矛. J用 电子 计算机预测 农业产量的方法
。

文中还通过 预测早稻产量方程 的建立 及

使 用
,

说明 了预 刚 方法 的应 用
。

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

分析大量的历史观测数据
,

寻找农作物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生

长规律
,

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预测作物的产量
,

这是农业管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

它将

为制定农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

对农作物产量进行电算预测
,

应作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1
.

建立预测方程

目前
,

关 于农业产量予测模型的建立
,

主要采用回归分析
、

聚类分析
、

数量化方法等来

处理
。

回归分析就是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

找出具有相关关系的各种生长因素与产量之间的数学

表达式
,

并讨论这些表达式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

在多因素的情况

下
,

我们还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偏回归方程
,

它包含一切 对产量 ( y ) 作用显著的因 子
,

而 且

不包含任 何讨 y 作用不显著的因子
。

这样就可抓住主要矛盾
,

用最少的 自 变量最大限度地描

绘出 y 的 平均变化倩况
。

这在掌握了一定的历史数据 ( 试验样本 ) 的情况下使用较为理想
。

有时
,

我们 叮各类事物缺乏可靠的厉史资料
,

甚至连 总共有多少类别都不能事 先确定
,

我们 只能把性质相近的事物归入一类
。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
,

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没有作为分类依

据的 “ 历史资料 ” 的情况下
,

根据事物之间的性质进行比较
,

将性质相近的分在同一类
,

而

将性质差异比较大的分在不同类
,

从而在诸多因素中找出它们与产量的相关关系
。

确定 了处理方法后
,

就必须考虑建立预测 函数 了
。

现以粮食产量预测为例
,

粮食产量与

许许多多的因素有关
,

而影响其产量的诸因素 中
,

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

一是生产投入 要素 X

( 气象因子等预报因子 )
,

二是随机变量 U ( 其它因素影响因子 )
。

预测函数一 般 可 表 示

为
:

了 == f ( x , u )

所以
,

预测方程的建立
,

应考虑
:

A
.

分析各投入要素与产量 ( 预报目标 y ) 之 间的 关系
。

这种关系一般不是 线性的
,

主

要根据 C o b e t 一 D o u g l a s s 的经济理论
,

确定投 人 要素对产量的影响
。

其关系是指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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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考虑随机变量对产量的影响
。

2
.

预报因子的筛选

在农作物生长的全过程中
,

气象条件
、

管理水平以及农业政策等 都 不 同程 度地对其产

量产生影响
。

在 目前我们的农业政策相对稳定
,

管理水平尚未达到现代化程度的情况下
,

气象

因素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就显得更重要了
。

对于众多的气象因子
,

可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进行筛选和确立挑选 出的因子与预测目标的关系
。

3
.

修正预测方程式

经过计算机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得到预测方程后
,

首先从生物学意义上对各余下因子作

出评价
,

作必要的调整
,

以确定最终的预测方程式
。

如四月上旬的降水和四月五号到十五号

的降水分别为两个不同的气象因子
,

而又同时对预报方程贡献大
,

但从时间段看这两个因子

产生了交叉
,

因此可以考虑合并或取舍其中一部分
,

重新作回归分析
,

检查是否还有新的因

子可以进人方程
。

用经过修改后的方程就可以进行试报 了
。

由于诸如农业政策
、

管理水平等难

于定量表现
,

这 类随机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

因此可采用 K 一 均值聚类分析法处理 随

机变量
。

随机变量对预报方程的贡献也可以采取诸如加权等方法来刻划
。

经过试报— 修改

— 再试报— 再修改
,

就可以接近乃致达到预测的要求了
。

广西观象台农业气象试验站根据全国农业产量气象预测预报协作组的要求
,

开展我区水

稻产量气象预测预报的研究
,

因这项工 作计算工作量很大
,

我们利用 B c M 一 I 微型机 处 理

了广西区
、

地 ( 县 ) 四十三份资料约八万四千余与早稻生长有关的气象观测数据
。

根据不同

要求
,

建立了八十六个预报早稻气象产量的方程
。

从 目前的结果看
,

效果较好
。

区观象台统

计了八个地区的资料
,

利用所建方程中的十六个预报方程进行历史回代
,

从回代情况看
,

准

确率达 90 % 以上
。

他们利用这些方程
,

对 1 9 8 2 年早稻产量作 了试报
,

预报结果基本符合

要求
。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
:

1
.

由区观象台利用
“ 调和权重 ” 和正 交多项式方法得到历年的气象产量

,

并提供相应

的气象观测数据
。

2
.

由于水稻生长中涉及多达一百三十个气象因子
,

因受机器内存限制
,

不可能一次全部

进入计算机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处理
,

且一次全部进行逐步回归
,

会将本来与预报 目标无关的因

子混人一并处理 了
,

故我们先利用计算机作预处理
,

根据各因素与气象产量的相关程度
,

留

下内存所允许的最大数量的因子 ( 三 十五个因子 )
。

3
.

将余下的因子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进
、
行处理

,

得到一个气象产量与气象因子的关系式
。

在迸行历史 回代 验证 后
,

若回代 效果不理想
,

就由程序控制重新处理
,

从生物学意义等方

面控制
,

增加 ( 或减少 ) 某些因子
,

以修改关系式
,

改善回归效果
。

虽然这样处理
,

有可能

稍微降低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

但由于考虑了其它随机因素的影响
,

进一步说明了产量 与

气象因子的关系
,

所以结果仍是可取的
。

4
.

用得到的预测方程进行试报
。

由于目前我们的处理工作尚只限于预报农业气象产量
,

不可避免地产生由于诸 如管 理水平等随机因素引起 的预测误差
。

为消除这些随机 因 素引起

的误差
,

可以通过试报进行校验
,

对己得方程作必要的修改
。

通过以上处理
,

就可得到比较

符合客观规律的函数关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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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观象台利用下述方程式分别对柳州
、

百色
、

桂林等地的 1 9 82年早稻产量进行试报
,

结果

均 与实际产量相符
。

A
.

柳州
: y , = 5 4

.

2 1 2 5 + 0
.

0 3 18 6 x 。 + 0
.

6 7 2 4 x 。 、 + 1
.

3 4 5 6 x 5 ` 一 0
.

0 2 2 2 X 。 。

其中
: x s : 4 月 1 6 一 5 月 1 5日总降水量 ,

x 3 ; : 5 月 2 6 一 3 1 日平均最低气温
,

x 。 ` : 5 月 6 日 一 3 1 日平均湿度 ,

x 。 。 : 4 月 6 日 一 6 月 1 S H总雨量
。

试报 1 9 8 2年早稻相对产量为 1 06
.

2%
,

实际产量为 1 09 %
,

预报与实况相符
。

B
。

百色
: y , = 1 7 3

.

5 7 6 一 0
.

0 4 1x 。 + 3
.

0 s 8 8 x : : 一 0
.

8 4 6 6 X 。 。 + 0
.

7 8 0 8 x 。 。

其中
: x 。 : 4 月 1 日 一 5 月 1 0日大于 o

O

C积温
,

x : : : 5 月 2 1 日 一 6 月 2 0日平均 日照
,

x 。 : : 4 月 2 6 日 一 6 月 1 5日平均气温
,

x 。 。 : 4 月 2 6 日 一 5 月 5 日平均 日照 ,

x 。 3 : 6 月 2 6 日 一 7 月 1 5 日大于 i o m m雨 日
。

试报 1 9 8 2年早稻相对产量为 1 0 7
.

2%
,

属于增产年份
,

实际产量为 1 14 %
,

预报与实际相

符
。

C
.

桂林
: 了 , = 1 7 1

.

3 3 3 7 一 4
.

0 2 5 4 X , , + 4
.

5 3 04 x 。 : 一 3
.

s o 6 2 x 。 ` + 1
.

8 3 3 g x 。 。 一 l
.

0 3 7 7 x 7 .

一 0
。

0 2 0 0 1笠
i 。 :

其中
: x , 7 : 5 月26 日 一 31 日平均气温

,

x : 2 : 5 月 2 6 日 一 3 1日平均最低气温
,

x 5 4 : 5 月 2 6 日一 6 月 2 0 日日平均气温
;

x 5 5 : 5 月 2 6 日一 6 月 5 日平均气温 ,

x 7 。 : 6 月 2 6 日一 7 月 5 日大于 s m m雨 日 ;

x : 。 2 : 4 月 2 6日一月 5 日总雨量
。

试报 1 9 8 2年早稻相对产量为 1 0 6
.

1%
,

属增产年份
,

实际产量为 1 04 % 预报与实际相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