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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因变量多自变量统计法建立的大气环流
—

区域水稻产量预报模式
’

严华生 卞福久

(云南省曲靖地区气象处 ) (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

本文试图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寻找对云南省水稻气象产量有影响的环流因子
,

用双重筛选逐步回

归模型〔‘’建立起相应的预报方程组
,

然后外推 1 9 82 一 1 9 8 5 年预报来检验实际应用效果
。

1
.

方 法

采用 19 62 一 19 81 年 20 年的历史资料
,

分别把云南省 17 个地
、

州的水稻平均亩产 用 1 一 4 次多项

式逐步回归拟合时间趋势产量
,

分离出气象产量
。

考虑影响云南省水稻生育期间 4 一 9 月份天气的主要环流系统
,

取该时期内逐月西北太 平 洋副高

面积指数
、

强度指数及综合指数
、

亚洲经向及西风环流指数
、

亚欧经向及纬向环流指数
、

东亚槽区 8

点高度和
、

西藏高原 10 点高度和
、

南海地区 7 点高度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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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缅地区 5 点高度和等共 75 个待选因子
。

首先
,

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从这 78 个因子中筛选对全省水稻气象产量影响显著的公共因子
。

具体

作法是
:

求算前 r 个超过显著性水平的典型相关系数和典型载荷特征向量
,

将预报因子载荷 量 a 值按大

小排列
,

把前几个较大的
、

并对因变量组中的每一组线性组合都是重要的 公‘提出来作 为 对全 省水稻气

象产量有影响的公共预报因子集
。

这样
,

共初选出 17 个公开预报 因子 (略)
。

然后
,

计算出这 17 个预报因子对 17 个地
、

州水稻气象产量的多因变量全回归方 程组的标准回归系

数距阵 B , , 、 1 , ,

把每个预报因子对各地
、

州气象产量的偏回归系数点于云南省地图上
,

可看出偏回归系数

的分布有两种情况
:

一是全省基本为正值或负值 ; 另一种是某片区域为正值而另一片为负值
,

这种正

负值的分布规律大致是春季为南北分布
,

夏季为东西分布
。

每个环流因子对应各地
、

州气象产量的偏回

归系数的大小和正负
,

反映了这一环流因子对不同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地
、

州的水稻气象产量影响的地区

性差异(图略 )
。

于是
,

我们运用双重筛选逐步回归方法〔’〕对这 17 个预报因子和 17 个水稻气象产量进 行了处理
,

结

果除滇西南热带
、

亚热带双季稻地区外
,

全省 8 个一季稻区(几乎全省全部一季稻区 ) 被选进一组回归方

程
,

每个地
、

州的回归效果都超过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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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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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干 1 9 8 5 年 7 月 2 7 日收到
,

于 1 9 8 6 年 7 月 工z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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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组中的 二 1

为 4 月份西北太平洋副高面积指数
, 二 :

为 8 月 份 5。。h p a
( 1 2 0

。

刀
,

两点高度差
。

其它双季稻区(约占全省面积的 2 / 5 )情况比较复杂
,

组建不起公共的回归方程组
,

这里就不讨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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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单独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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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经过对 1 9 82 一 1 98 5 年的试报
‘) ,

准确率
, )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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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报的各地
、

州产量准确率都达到或超过 90 %
,

外推预报的平均误差 为 29 斤
。

1985 年的预报服务受

到了省
、

地有关部门的好评
。

3
.

讨 论

1) 业已证实
,

影响我省一季稻产量的关键气候条件是育秧期 4 月份和抽穗开花期 8 月份 的 温度
、

日照条件
。

经计算
, 劣:

与昆明
、

昭通
、

曲靖
、

楚雄
、

怒江等地的 8 月份平均最高气温及日照 百 分 率之间的

相关系数都超过 a 二 0
.

05 显著性水平
。

文献〔3〕指出
,

若太平洋副高强
,

昆明地区气温就会偏 高
,

所以太

平洋副高面积指数与滇中产量有一定的关系
。

由此可见
,

挑选出来的两个预报因子具有明确 的天气气

候学意义和农业生产依据
,

因而用来作区域预报的效果较好
。

幻 本预报模式试图把点与面的夭气和气象产量变化有机地联系起来考虑
,

提供一种用大气环流公

共因子集作面上各点的气象产量预报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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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趋势产量按文献〔幻采用指数平滑法外推预报
.

2 , 准确率 一 , 一
鱼琴擎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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