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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提高马尾松毛虫一代$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预报的准确性&为有效防治马尾松毛虫提供科学依据&本

文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
0

个数学模型预测安徽省潜山县马尾松毛虫一代$二代幼虫高峰期的发生量&验证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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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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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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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代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期发生量&预报结果分别为
'

级$

!

级$

'

级和
$

级&与

实况级别完全吻合&预报结果准确%预报
$#/#

年$

$##!

年$

'--'

年和
'-$.

年二代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预报结果依次是
!

级$

"

级$

'

级和
$

级%同样与实况级别全部相同%预报的准确率为
$--(

&模糊综合评判法是一

个运算简便$准确性高的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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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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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安

徽#河南#四川#贵州#陕西#云南#江西#江苏#湖南#浙

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广西等省$区%"主要为害

马尾松
#0<7?('??/<0'<'

"还为害黑松
#.3>7<)6%

2

00

#

火炬松
#.3'6*'

#湿地松
#.6&&0/3300

#晚松
#.%0

2

0*'

KB?&?6%/30<'

#海南五针松
#.

A

6<L6&0'<'

等松属植物'

'-

世纪中叶在我国森林害虫中马尾松毛虫是发生

最广#为害面积最大#经常猖獗成灾的害虫'在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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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娴等!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预测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丘陵地区虫害此起彼伏"针叶常被吃光"被害时

如同火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

而且"人们在林事活动中接触马尾松毛虫毒毛"

容易引发皮炎和关节肿痛"因此"该虫不但影响

林业生产"还危害人类健康*

$!

+

'进入
'$

世纪"由

于各地采用封山育林#混交#间作等措施优化了森

林生态环境"科学地运用综合治理措施"马尾松毛

虫的危害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该虫具有强大的繁殖

潜力"遇到有利的生态环境极易暴发成灾"对其监

测不能放松'

马尾松毛虫一年发生
'

!

!

代"发生世代的多

少"因不同地区而异"在河南省信阳地区一年发生
'

代为主"在长江流域诸省一年发生
'

!

%

代"而在广

东#广西#福建南部一年发生
%

!

!

代"海南一年发生

!

!

"

代*

$

+

'安徽潜山县一年发生
%

代"即
!

月至
0

月上旬为越冬代"

0

月上旬至
/

月中下旬为一代"

/

月中下旬至
$'

月为第二代'马尾松毛虫发生的预

测预报是对其进行综合防治的基本工作'科研工作

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预测马尾松毛虫的发生量#

虫害等级#发生类别#发生空间格局"为马尾松毛虫

的综合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

+

'由于各地气

象条件#植被条件和地形地貌等不同"马尾松毛虫的

发生特点也不完全相同'高峰期发生量与整个世代

累计虫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密切"潜山县一代幼虫两者

之间相关系数为
-&##%-

$

*

A

G'%

"

%

-&-$

G-&"-"

%"前者

占后者的
%$&$(

!

%'&0/(

)二代幼虫两者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

"前者占后者的
'0&$'(

!

'.&%.(

"

明确了高峰期发生量就可以预知整个世代的虫口'

周夏芝等*

$-

+曾用平稳时间序列法#回归预测法#

]M

神经网络法马尔科夫链法和列联表法预测马尾松毛

虫高峰期发生量'为了有效地防治马尾松毛虫"本

研究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预测安徽省潜山县马尾松

毛虫一代和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以期为马尾松

毛虫的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来源

马尾松毛虫资料来自安徽省潜山县森林病虫防

治站"资料的时间跨度为
$#/#

年.

'-$/

年"其中

$##/

年缺如"

$#/#

年.

'-$!

年作为研究资料"选择

发生级别不同的
$#/#

年#

$##!

年#

'--'

年和
'-$.

年作为验证资料'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防治总

站*

$$

+制定的调查方法进行调查"即采用踏查和详查

相结合的方法'沿林班线#林道#公路#铁路等线路

调查"目测发生范围#为害状况"发现虫情或灾情立

即设临时标准地"采取平行线抽样法抽取
'-

株标准

株详查'幼虫期调查"对
$

!

'

龄幼虫"调查枯黄卷

曲的枝数"推算幼虫数"对
%

龄以上的幼虫"

%L

以

下的小树直接调查合计树冠上的幼虫数"大树用,虫

粪粒推算法-调查"幼虫越冬期间调查树干基部树皮

缝中的幼虫数推算全部虫口'

$"!

!

模糊综合评判

$&!&$

!

模糊综合评判的模型种类"

$'

#

模糊综合评判的简单数字模型为
"

!

GM

!'

N

!

"

若已知模糊向量
M

!

和模糊评判矩阵
N

!

时"即可

进行综合评判'常用预测害虫种群发生量的模糊模

型
"

个"最终取其结果的
$

&

"

形成综合决策模型'

$

%主要因素肯定型$模型
%

%

+

F

Gi

(

0G$

$

,

0

i%

0

F

%"简记为
;

$

G

$

i

"

i

%"表示突出

因素的作用地位'符号
i

表示取大运算'

'

%主要因素决定型$模型
&

%

+

F

Gi

(

0G$

$

,

0

'

%

0

F

%"简记为
;

'

G

$

'

"

i

%"表示主要

因素的作用程度'符号
'

表示取小运算'

%

%主要因素突出型$模型
(

%

+

F

Gi

(

0G$

$

,

0

#

%

0

F

%"简记为
;

%

G

$

#

"

i

%"表示次

要因素的作用程度'

!

%因素求和型$模型
)

%

+

F

O

(

(

0

O

$

$

,

0

'

%

0

F

%"简记为
;

!

O

$

'

"

P

%"表示总

体因素效果的作用程度'

"

%加权平均型$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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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

(

0

O

$

$

,

0

#

%

0

F

%"简记为
;

"

O

$

#

"

P

%"表示

所有因素的作用程度'

0

%综合决策型$模型
+

%

+0

O

$

&

$

"

(

(

0

O

$

;

0+

%

F

"简记为
;

0

O

$

&

"

(

"

0

O

$

;

0

"表

示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程度'

其中在模型
%

至模型
*

中
0G$

"

'

"

%

"/"

(

)

(

为预报因子
,

0

的个数)

F

G$

"

'

"

%

"/"

<

"

<

为预报因

子的最高分级数'在模型
+

中
;

0+

F

为模型
%!*

计算结果中的
+

F

分量'根据最终运算结果"取
+0

的最大值"评判属某一级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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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

%求得模糊向量

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每个预报因子
,

0

赋予权

重"组成模糊向量
M

!

"各预报因子与预报对象的相

关程度不同"意味着各预报因子所起作用的大小'因

此"每个预报因子与预报对象
+

的相关系数
%

,0

+

可作

为预报因子的权重系数'因为
(

%

,0

+ )

$

$

0

O

$

"

'

"/"

(

%需进行归一化处理"

,

0

O

%

'

,0

+

&

(

(

0

O

$

%

'

,0

+

"于是求得

模型向量
M

!

O

$

M

$

"

M

'

"/"

M

(

%'

'

%建立评判矩阵

采用
'h)

列联表中各预报因子条件概率
#

0

&Q

G

<

&Q

&

<

$Q

代替模糊概率"建立模糊评判矩阵
N

!

'

NG

#

$

$Q

#

$

'Q

/

#

$

)Q

#

'

$Q

#

'

'Q

/

#

'

)Q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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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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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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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运算求
"

!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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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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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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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预测

经过逐一筛选"一代卵量$

,

$

%#一代卵高峰期的

发生量$

,

'

%#越冬代幼虫虫口数量$

,

%

%和越冬代成

虫数量$

,

!

%与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

%之间关系

密切"其相关系数依次为
%

,$

+

G-.##%-

"

%

,'

+

G-.#.#"

"

%

,%

+

G-."/0$

"

%

,!

+

G-."%-0

"

*

A

G'%

时"

%

-.-"

G

-.%0#

"

%

-&-$

G-&"-"

"表明它们之间均极相关'经归

一化处理"模糊向量
M

!

G

$

-&%/%0

"

-&%.%'

"

-&$%%0

"

-&$-#"

%'

$#/#

年
:'-$!

年共
'"

年的马尾松毛虫

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

%的范围为
$&#'

!

$"&'0

头&株"一代卵量$

,

$

%的范围为
$%&0-

!

#!&./

粒"一

代卵高峰期发生量$

,

'

%的范围为
%&!!

!

'/&0'

粒)越

冬代幼虫数量$

,

%

%的范围为
0&'

!

!'&"

头&株"越冬

代成虫数量$

,

!

%的范围为
$&0$

!

$$&-"

头'均按等

距分级分成
0

级"分级标准列于表
$

'

$#/#

年
:'-$!

年共
'"

年的马尾松毛虫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

%

的范围为
$&/"

!

$"&/#

头&株"二代卵量$

,

$

%的范围为

$/&"%

!

$-%&##

粒"一代成虫虫口数量$

,

'

%的范围为

'&/'

!

$.&0!

头"二代卵盛期卵量$

,

%

%的范围为
"&--

!

%$&#"

粒)一代成虫高峰期发生量$

,

!

%的范围为
$&'!

!

.&'0

头'均按等距分级分成
0

级"分级标准列于表
$

'

为了便于分析"将
,

$

!

,

!

进行分级"将分级标

准和
$#/#

年
:'-$!

年的数值及分级值列于表
$

和

表
'

'

表
$

!

马尾松毛虫一代和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的预报要素分级标准

'()*+$

!

?*(44.2./(0.,3/9.0+9.(2,9

@

9+5./0.,3+*+D+304,2

@

+(R,//C99+3/+,29.+3071)*8-

/

8+6','8-

*(9:(+,207+2.940(354+/,35

6

+3+9(0.,34

代别

5̂15?B78<1

参数

MB?BL575?

分级标准
*CB448D86B78<16?875?8B

$

级

?̂B95$

'

级

?̂B95'

%

级

?̂B95%

!

级

?̂B95!

"

级

?̂B95"

0

级

?̂B950

一代

a8?47

2

515?B78<1

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头(株:$

$

+

%

M5BO1<&<DCB?KB5<D7F5D8?47

2

515?B78<1

-

!

%&-- %&$-

!

0&-- 0&$-

!

#&-- #&$-

!

$'&-- $'&$-

!

$"&-- $"&$-

!

$/&--

一代卵量&粒(株:$

$

,

$

%

)

22@

AB1787

>

<D7F5D8?47

2

515?B78<1

-

!

$.&./ $.&.#

!

%"&"0 %"&".

!

"%&%% "%&%!

!

.$&$$ .$&$'

!

//&/# //&#-

!

$-0&0.

一代卵高峰期发生量&粒(株:$

$

,

'

%

M5BO1<&<D5

22

4<D7F5D8?47

2

515?B78<1

-

!

"&$" "&$0

!

$-&%$ $-&%'

!

$"&!. $"&!/

!

'-&0' '-&0%

!

'"&./ '"&.#

!

%-&#%

越冬代幼虫虫口数量&头(株:$

$

,

%

%

P<&<DCB?KB5<D<K5?Y8175?81

22

515?B78<1

-

!

/&-- /&$-

!

$0&-- $0&$-

!

'!&-- '!&$-

!

%'&-- %'&$-

!

!-&-- !-&$-

!

!/&--

越冬代成虫数量&头(株:$

$

,

!

%

P<&<DB9AC74<D<K5?Y8175?81

22

515?B78<1

-

!

'&-/ '&-#

!

!&$0 !&$.

!

0&'! 0&'"

!

/&%' /&%%

!

$-&!- $-&!$

!

$'&!/

二代

I56<19

2

515?B78<1

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头(株:$

$

+

%

M5BO1<&<DCB?KB5<D7F5456<19

2

515?B78<1

-

!

%&-- %&$-

!

0&-- 0&$-

!

#&-- #&$-

!

$'&-- $'&$-

!

$"&-- $"&$-

!

$/&--

二代卵量&粒(株:$

$

,

$

%

)

22@

AB1787

>

<D7F5456<19

2

515?B78<1

/

'"&0" '"&00

!

%/&!0 %/&!.

!

"$&'/ "$&'#

!

0!&$- 0!&$$

!

.0&#'

$

.0&#'

一代成虫数量&头(株:$

$

,

'

%

T9AC71ALZ5?<D7F5D8?47

2

515?B78<1

-

!

%&"' %&"%

!

.&#' .&#%

!

$-&"0 $-&".

!

$!&-/ $!&-#

!

$.&0- $.&0$

!

'$&$'

二代卵盛期卵量&粒(株:$

$

,

%

%

M5BO1<&<D5

22

4<D7F5456<19

2

515?B78<1

-

!

/&"- /&"$

!

$%&"- $%&"$

!

$/&"- $/&"$

!

'%&"- '%&"$

!

'/&"-

$

'/&"-

一代成虫高峰期发生量&头(株:$

$

,

!

%

M5BO1<&<DB9AC7<D7F5D8?47

2

515?B78<1

-

!

$&"" $&"0

!

%&!/ %&!#

!

!&0" !&00

!

0&'- 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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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程娴等!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预测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表
!

!

马尾松毛虫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与预报因子及其分级

'()*+!

!

I+(R,//C99+3/+,207+2.940

6

+3+9(0.,3,29.+3071)*8-

/

8+6','8-*(9:(+

#

@

9+5./0.,32(/0,94(3507+.9/*(44.2./(0.,3

年份

N5B?

一代幼虫高峰期

虫口$

+

%&头(株:$

M5BOCB?KB5<D7F5

D8?47

2

515?B78<1

分级

?̂B95

一代卵量$

,

$

%&

粒(株:$

a8?47E

2

515?B78<1

5

22@

AB1787

>

分级

?̂B95

一代卵高峰期

发生量$

,

'

%&粒(株:$

M5BO1<&<D5

22

4<D

$47

2

515?B78<1

分级

?̂B95

越冬代幼虫累计

虫口$

,

%

%&头(株:$

T66ALACB78K5CB?KB5

1<&<D<K5?Y8175?81

2

2

515?B78<1

分级

?̂B95

越冬代成虫数$

,

!

%&

头(株:$

T9AC741<&<D

<K5?Y8175?81

2

2

515?B78<1

分级

?̂B95

$#/# "&#% ' !-&/$ % $'&-- % !'&" 0 $$&-" 0

$##- $"&'0 0 #!&./ 0 '/&0' 0 %.&% " .&.- !

$##$ $&#' $ $0&#"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 %

$##" "&00 ' !%&.$ % $'&-0 % $/&' % !&.% %

$##0 $%&-. " /#&#' 0 '0&0" 0 %/&0 " $-&-! "

$##. '&$. $ $"&/% $ "&-. $ !'&$ 0 $-&#" 0

$### '&-' $ $!&.' $ %&.! $ 0&' $ $&0$ $

'--- '&!% $ $0&-0 $ %&#. $ .&0 $ $&#/ $

'--$ '&$$ $ $%&0- $ %&"0 $ 0&' $ $&0$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0&". % $-&%# % 0&! $ $&00 $

'--0 %&!. ' '0&.0 ' /&'! ' 0&0 $ $&.' $

'--. !&$% ' '/&$- ' #&$- ' 0&! $ $&00 $

'--/ !&$# ' '0&#/ ' #&.. ' 0&0 $ $&.' $

'--# !&"0 ' '/&"! ' $-&"# % /&! ' '&$/ '

'-$- "&"' ' %0&$% % $%&/- % $0&' % !&'$ %

'-$$ "&$" ' %"&#- % $%&'/ % $0&0 % !&%' %

'-$' '&%" $ $0&"-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00 $

!!

将一代卵量$

,

$

%#一代卵的高峰期发生量$

,

'

%#

越冬代幼虫累计虫口数量$

,

%

%和越冬代成虫数量

$

,

!

%对预报量$

+

%...一代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发

生量的条件概率列于表
%

"对发生级别不同的
$#/#

年#

$##!

年#

'--'

年和
'-$.

年的一代幼虫高峰期发

生量逐一进行预测'

表
%

!

各因子对马尾松毛虫预报量%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的条件概率列联表

'()*+%

!

?,35.0.,3(*

@

9,)().*.0

1

/,30.3

6

+3/

1

0()*+,2:(9.,C42(/0,942,907+

@

9+5./0.,3,29.+3071)*8-

/

8+6','8-

%

@

+(R*(9:(*,//C99+3/+,207+2.940

6

+3+9(0.,3

!

参数

MB?BL575?

分级

?̂B95

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分级
+

?̂B95<D

J

5BOCB?KB5<D7F5D8?47

2

515?B78<1

$ ' % ! " 0

(

#

一代卵量分级
,

$

?̂B95<D7F5D8?47

2

515?B78<1

5

22@

AB1787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一代卵高峰期发生量分级
,

'

?̂B95<D

J

5BO<66A??5165<D

5

22

4<D7F5$47

2

515?B7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续表
%

!

'()*+%

%

?,30.3C+5

!

参数

MB?BL575?

分级

?̂B95

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分级
+

?̂B95<D

J

5BOCB?KB5<D7F5D8?47

2

515?B78<1

$ ' % ! " 0

(

#

越冬代幼虫虫口数量分级
,

%

?̂B95<D7F5CB?KB51ALZ5?<D

<K5?Y8175?81

22

515?B7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越冬代成虫数量分级
,

!

PALZ5?<DB9AC7<D

<K5?Y8175?81

22

515?B7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对
$#/#

年#

$##!

年#

'--'

年和
'-$.

年的一代幼

虫高峰期发生量进行预测'

$#/#

年一代卵量$

,

$

%为

!-&/$

粒"为
%

级)一代卵高峰期发生量$

,

'

%为
$'&--

粒"为
%

级)越冬代幼虫累计虫口$

,

%

%为
!'&"

头&

株"为
0

级)越冬代成虫数$

,

!

%为
$$&-"

头"为
0

级'

具体运算是
"

!

GM

!0

(

N

!

"其中模糊向量
M

!

为

*

-&%/%0

"

-&%.%'

"

-&$%%0

"

-&$-#"

+"模糊矩阵
N

!

为

- -&/%%%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照评判

模型进行运算得!

模型
$

!

;

$

G

$

-&"---

"

-&/".$

"

-&%/%0

"

-&%/%0

"

-&%/%0

"

-&%/%0

%)

模型
'

!

;

'

G

$

-&$%%0

"

-&%/%0

"

-&$00.

"

-

"

-

"

-

%)

模型
%

!

;

%

G

$

-&-00/

"

-&%$##

"

-&-0%#

"

-

"

-

"

-

%)

模型
!

!

;

!

G

$

-&'!%$

"

-&####

"

-&%-#"

"

-

"

-

"

-

%)

模型
"

!

;

"

G

$

-&$'$"

"

-&.0$$

"

-&$$.'

"

-

"

-

"

-

%)

模型
0

!

;

0

G

$

-&'$%-

"

-&00!%

"

-&'-/'

"

-&-.0.

"

-&-.0.

"

-&-.0.

%'

最后运算结果!

UB=;

$+0

G-&/".$

"

UB=;

'+0

G

-&%/%0

"

UB=;

%+0

G-&%$##

"

UB=;

!+0

G-&####

"

UB=;

"+0

G-&.0$$

"

UB=;

0+0

G-&00!%

"

0

个模型

相应的待报级别均为
'

级'故预报
$#/#

年马尾松

毛虫一代幼虫高峰期的发生量为
'

级"实况为
'

级"

预报结果准确'将
$#/#

年#

$##!

年#

'--'

年和
'-$.

年预报级别和实况级别列于表
!

"预报结果的准确

率为
$--(

'

表
&

!

马尾松毛虫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的预报级别和实况级别

'()*+&

!

I9+5./0+5

6

9(5+4(35(/0C(*

6

9(5+4,207+

@

+(R*(9:(*,//C99+3/+,29.+3071)*8-

/

8+6','8-,207+2.940

6

+3+9(0.,3

年份

N5B?

模型
$

级别

?̂B95<D

L<95C<15

模型
'

级别

?̂B95<D

L<95C7Y<

模型
%

级别

?̂B95<D

L<95C7F?55

模型
!

级别

?̂B95<D

L<95CD<A?

模型
"

级别

?̂B95<D

L<95CD8K5

模型
0

级别

?̂B95<D

L<95C48=

综合预报级别

?̂B95<D6<L

J

?5F5148K5

D<?56B47

实况级别

T67ABC

2

?B95

评判

XA9

2

L517

$#/# '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 $

1

!"!

!

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预测

经过逐一筛选"马尾松毛虫的二代卵量$

,

$

%#一

代成虫数$

,

'

%#二代卵的高峰期发生量$

,

%

%和一代成

虫高峰期发生量$

,

!

%与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关系

密切"其相关系数依次为
%

,$

+

G-.##$.

"

%

,'

+

G-..-$$

"

%

,%

+

G-.#.0#

"

%

,!

+

G-..--.

"

*

A

G'%

时"

%

-.-"

G

-.%0#

"

%

-.-$

G-."-"

"

%

均大于
%

-&-$

$

-&"-"

%"均达极

相关'经归一化处理"其模糊向量
M

!

为*

-&%%0/

"

-&$0/%

"

-&%'0/

"

-&$0/$

+"按照
'&$

的计算方法"

对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进行预报"验证预报
$#/#

年#

$##!

年#

'--'

年和
'-$.

年二代马尾松毛虫高峰

期发生量依次是
!

级#

"

级#

'

级和
$

级"与实况完全

相同"预报的准确率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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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程娴等!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预测马尾松毛虫幼虫高峰期发生量

%

!

小结与讨论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
0

个数学模型预测安

徽省潜山县马尾松毛虫幼虫一代#二代高峰期发生

量"其结果是!预报
$#/#

年#

$##!

年#

'--'

年和

'-$.

年马尾松毛虫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依次是
'

级#

!

级#

'

级和
$

级"预报
$#/#

年#

$##!

年#

'--'

年

和
'-$.

年马尾松毛虫二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依次

是
!

级#

"

级#

'

级和
$

级"一代和二代预测结果均与

实况完全一致"预报结果准确率为
$--(

'

本方法相对于其他预报方法工作量小"计算简

便'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与否"首先必须从生态系

统中考虑与预报结果有关的生态因子"如降雨#相对

湿度#日照时数#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以及

与预报结果有关的生物因子"因此要求作者不光具

有数学分析的知识"而且要有预报结果的专业知识'

如本文与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有关的一代卵量#

一代卵的高峰期发生量#越冬代幼虫虫口和越冬代

成虫数量"这些因子与一代幼虫高峰期发生量都有

一定因果关系'另外还有越冬代蛹的数量等"对这

些因子采用相关分析法进行筛选"选出主要因子"借

以提高预报结果的准确性'

一般情况下"用模型
%

.主要因素肯定型
+

F

O

i

(

0

O

$

$

,

0

i%

0

F

%#模型
&

.主要因素决定型
+

F

O

i

(

0

O

$

$

,

0

'

%

0

F

%

和模型
(

.主要因素突出型
+

F

O

i

(

0

O

$

$

,

0

#

%

0

F

%的三

个模型或者用模型
+

.

+0

O

$

&

"

$

(

(

0

O

$

;

0+

F

%即可进

行预测'本文用
0

个模型进行预测"几个模型的预测

结果是一致的"该方法的优点是根据与预报结果有

关的因子决定采用何种模型'应用
0

种模型时"首先

考虑对预报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因子"在多个因子都

对预报结果有影响的情况下"利用相关分析法筛选

对预报结果影响大的几个主要因子"其他因子可忽

略不计'本文选择的预报因子都是与幼虫高峰期发

生量极相关的因子"所以归一化后作为权重构成的

模糊向量其预报结果准确性高'再者"影响预报结果

准确性的原因与评判人采用的评判模型有关"因为

0

个模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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