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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产量预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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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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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作物产量
”
预报的实用价值及其社会经济效益

,

是评价产最预报的 重 要犷

指标
.

十几年来
,

我国的农业气象产量顶报从无到有
、

从科研到业务
,

有了很大进展
.

预报的准确性

常以相对误差来表示
,

由于不同预报对象(不同农业生态环境
、

不同地域范围和作物种类) 的年 际 变

化相差很大
,

周样的相对误差
,

预报的价值及其难度却不同
.

因此
,

建立一个客观
,

合理
、

通用的产

盆预报准确性评价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地域范围和不同作物产且序列的波动待亿
认为同样的预报准确度

,

对不同的预报对象
,

其价值是不同的
.

为此
,

引入预报有效性的概念
,

作为

评价产盆预报准确性的统一指标
。

1 作物产量的年际变化

作物产量的形成是作物与其所处气候条件
、

农业政策和生产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了

同地区
,

其生态环境不同
;

不同作物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不同
.

因此
,

不同地区
,

不同作物
,

其产孟

年际变俗有很大差异
.

产量序列的平均年际相对变率(A 刀r ) 为

艺 〔ly (‘)一犷(‘一 : )l/ r (‘一 : )〕

A R 犷= -

一
-

~ 下; 一一, 二 - - ~ ~ ~ ~ , ~ - - 一~一 x 10 0肠
J V 一 1

(1)

式中
,

Y (i )和Y (￡一 l) 分别为第‘和第￡一 1年的产量
,

刃为产量序列长度
.

表 I 中第 2 列为几种作物的

A R v
.

一般来说
,

产量序列的年际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

l )农业生态环境越德定
,

产量的波动越小
。

农业生态环境对某种作物而言
,

有一临界值
,

当环凳

条件基本满足时
,

作物表现为稳产高产
;

在基本不满足时
,

表现为低产稳产
,

而处于临界区时
,

产!

波动较大
.

另外
,

不同作物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也不同
.

2 )地域范围越大
,

产量波动越小
.

当地域范围较大时
,

许多局地性因子
,

如生产水平差异
、

局地

气侯变化和自然灾害等
,

对产量的影响可以相互抵消
,

使产量相对稳定
。

3 )多种作物的平均产量
,

比单一作物的产量波动小
.

由于各种作物对环境要求的特殊性
,

一定天

气条件对不同作物的影响可以相互补偿
.

然而
、

对于不同的农业生态环境
、

不同地域范围和作物种类
,

同样的单产变化
,

对社会经济的影
-

* 生。。0 年 屯月 了 日收到累有
,

一9 9 0 年 一2 月 一, 日收到修改 满
.

l) 本文的作物产 盘 如不特别指明
,

均为单位面 积产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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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却是不同的

。

因此
,

对不同的预报对象
,

应有不同的要求
。

2 产量预报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预报是对未来事件的顶测
,

预报的准确性应包括两方面
:

一是准确度
,

即相对(或绝对) 误差的大

小
,

一是可靠性
,

即误垄小于某一闹道的保证率
.

对于同一顶报来说
,

可靠性要求越高
,

其准确度就

越差
。

产量变化有一定的连续性
,

一些非专业预报人员在住直接用上一年的实际产量作为当年的预报产

盆
,

这里称为持续性顶报
, ’

色反映了序列本身的一些特正
,

如图 1 为几种作物产量持续性预报的可靠性

(保证率)随准确度的变化曲线
.

由于持续性项报实际上是对当年情况未乍任何考虑的预报
,

在产量顶报工作中
,

预报准确性应高

于持续性顶报才有意义
,

因此
,

的有效性可表示为

可以以待龚比班耐浸的准确性为基准
,

评价实际预报的效果
.

产量顶报

E F
。

二刀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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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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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 E R
。

表示可靠性为a时持续性预报的最大相对误差
,

表 1 中第3
,

4列分别为a等于 。
.

9和 。
·

95

时
,

几种作物的相对误差
。

A E R
。

表示实际预报
可命性了叱 )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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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了一言一布一成
一

书了了去甲飞污一

相对 误 差 ( % )

几种乍吻产量待坎性须报可靠性逍

准确度的变化

的晨大相对误差
, ‘为可靠性水平

.

刀尸
。

为定义

的产量预报有效性指标
,

其值越大
,

表示预报的

有效性越高
,

等于或小子零则表示并不比持续性

预报好
.

目前常以双90 肠(或95 务)表示预报的准

确性
,

即有 90 肠(或95 帕 )的年份
,

顶报误 差小

于 10 呱 (或 5 肠)
,

表 l中的第5
,

6列给出了 它 们对

应的预报有效性(E F
。 . 。

和E F
。 . 。。

)
,

由表可 见
,

对于世界粮食来说
,

双90 拍的预报是 无效的
,

只

有双95 肠的预报其有效性 才 达 到33 帕
,

而对于

北京小麦来说
,

则双90 肠的预报其有效性则已达

80 肠
,

可算较高水平了
.

表 1 中第 7
,

8 两列给出

了刀F
。
二分别为50 肠相洲肠时

,

不同顶报对象在洲肠可靠性下的最大泪对误差
.

表 l 几种作物产量变名特死及顶报指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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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建立产量顶报力客观评价指乐
,

有利于顶报工作的科李管理扣均衡发展
,

促进预报准确性的不断

提高
.

木文给出的顶很育效性指标主要是从预报准确性的角度考虑的
.

从我国目前的预报水平看
,

虽

然铰大范月(如全因 )项展的准确度佼高
,

但烤
一

育玫生扣一股低于佼小范围 (如省级)约顶报
.

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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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 山于地域范围较小
,

容易掌握较为全面的农业生产信息
。

可见大范围产量顶报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随着电子计算讥
.

遥感技术和现代通讯设备的应用和发展
,

将有利于全国
、

以至全球范围产里预报准

确性的提高
.

T H E A C C U R A C Y A N D E F F E C T IV E N E S S O F

C R O P Y IE L D P R E D IC T IO N

Z h a n g Y u Z h a o S iq ia n g

(C hi, e s e 汉c a d e m y of M
o te o r o l叩ie a l S e ie n e e s

.

凡fjin g 20 0 0 5 1 )

Ab st r a e t

B a s e d o n th e flu e t u a t io n e h a r a e t e r is tie s o f e r o p y ie ld s e q u e n e e s o f d iffe r一

e n t r e g io n s a n d d iffe r e n t v a r ie tie s o f e r o p ,
it w a s th o u g h t th a t fo r th e

s a m e d e g r e e o f P r e d ie tio n a e e u r a e y
,

th e r e w a s d iffe r e n t v a lu e s fo r d iffe r e n t

p r e d io tio n o bje e ts .

S o it 15 u s e fu l to in t r u d u e e th e e o n e e p t o f p r e d ie tio n e ffe e -

t iv e n e s s a s e v a lu a tio 几 s t a n d a r d s o f d iffe r e n t k in d s o f e r o p y ie ld p r e d ie一

tio n 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