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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预测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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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东部粘虫 !"#$%&’( )*+(,(#(（’()*+,）一代成虫迁飞期公主岭地面诱蛾量和

同期降雨量的数据为预测因素，该世代成虫繁殖的危害种群在吉林省的发生程度和发生面积为

预测目标，应用逐步回归法研究发生预测的数学模型。用 -(./0 语言的计算机程序完成了计算、

分析、筛选、组建多元回归方程式并与历年数据拟合的过程，提出了吉林省春季粘虫的发生预测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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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春季发生的粘虫是 4 5 $ 月间由一代区迁入的成虫形成的危害种群，危害期在 $
月中下旬，直接指导防治的中期预报由省级测报站收集各地测报站（点）的虫情并参考天气

预报和一代区的虫源报告提出 6!7。粘虫预测预报工作开始之初全省设立了 !2% 个调查田间

虫情的测报站（点），经几十年的运作以后，测报站（点）减少了 $%8，预测预报的基本方法也

没有突破性进展。本研究试图应用 ! 个测报站（点）的虫情及相关生态因子的数据作为预测

因素，全省粘虫危害种群的发生程度和发生面积作为预测目标，组建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预

测的数学模型6&7。

! 研究方法

收集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的虫情及其相关的气象、植被等生态因子的数据资料，经初步

比较分析，根据数据的来源方式、可信程度和系统性及其与吉林省春季粘虫危害种群发生预

测的相关程度，选择 !94$ 5 !9:! 年间（删去 !949、!9$9、!9;& 和 !9;9 年）的 && 年春季粘虫

迁飞期在公主岭（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内）以常规测报办法应用糖醋诱蛾器调查获得的地面诱

蛾量和同期降雨量为主要数据基础。提出以公主岭逐年不同日期段每台测蛾器的诱蛾量

（头）和降雨量（<<）等 !! 项系列数据作为预测因素（=），以吉林省全省逐年春季世代粘虫

的发生程度（分 ! 5 4 级：轻微、中等偏轻、中等、中等偏重、大发生）和发生面积作为预测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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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 月 $% & ’" 日诱蛾量（头），!$ 为 ( 月 " & # 日诱蛾量（头），!’ 为 ( 月 ( & ") 日诱

蛾量（头），!* 为 ( 月 " & "# 日诱蛾量（头），!# 为 # 月下旬诱蛾量（头），!( 为 ( 月上旬诱蛾

量（头），!% 为 ( 月 ( & "# 日诱蛾量（头），!+ 为连续 # 天最多诱蛾量（头），!, 为 # 月下旬降

雨量（--），!") 为 ( 月上旬降雨量（--），!"" 为 ( 月中旬降雨量（--）。

." 为发生程度（" & # 级：轻微、中等偏轻、中等、中等偏重、大发生），.$ 为发生面积（万

/-$）。

应用逐步回归法对逐年的各项预测因素进行计算、分析和筛选，组建预测方程式，再经

历年数据拟合检验，全部过程由 01234 语言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完成。向程序输入春季粘虫发

生预测因素的各系列数据后实现以不同水准的相关变数（5）值筛选预测因素，输出以所选

预测因素与预测目标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及其相关系数（6）和误差（2）。应用所组建的多

元回归方程式进行历年数据拟合，计算输出逐年的预测目标的计算值并比较其与实际值的

差异，以评价所组建的回归方程式的符合率。在保证符合率较高、误差较小的前提下，选出预

测因素较易取得且个数较少的方程式作为预测模式（图 "）。

! 研究结果

!"# 以发生程度（$#）为预测目标，以拟合结果与实际误差在 %"& 级以下为预测符合，计算

符合率

以 57)8$ 值的水准，在 "" 项预测因素中选出 ") 项因素，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

关系数为 )8+,( ((* ,，误差为 )8##" )’* + 级。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

值与实际值差异为 "8")+ 级，年符合率为 ,#8#9。

以 57)8( 值的水准，在 "" 项预测因素中筛选出 + 项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

诱蛾量和降雨量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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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吉林省春季粘虫预测模式研究数据综合处理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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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为 !"##$ #$%，误差为 !"&’& &!( ) 级。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

值与实际值误差为 )")%* 级，年符合率为 $&"&+。

以 ,-)"* 值的水准，在 )) 项预测因素中选出 & 项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

关系数为 !"#&. .’# $，误差为 !"&&. )!( . 级。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

值与实际值误差为 )"*$( 级，年符合率为 $&"& +。

以 ,-*"* 值的水准，在 )) 项预测因素中选出 ’ 项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

关系数为 !"#(& #(#，误差为 !"&%’ !#% 级。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值与

实际值误差为 )"’.) & 级，年符合率为 $&"& +。

以 ,-&"& 值的水准，在 )) 项预测因素中选出 ( 项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

关系数为 !"%%. .!% &，误差为 !".’! *’ 级。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值与

实际值误差分别为 )"!$ 级、)"!!$ 级和 !"$( 级，年符合率为 #%"!+。

经考查以 ,-*"* 值的水准选出的应用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作为吉

林省春季粘虫发生程度的预测模式：

/)-(")!! )!&0!"!!’ ’1)2!"!!) )1*2!"!!) .1’2!"!!* &1&

3-!"#(& #(#
4-!"&%’

!"! 以发生面积（#!）为预测目标，以发生面积最大值 $%"&’ 万 ()! 的 *+,（*-"% 万 ()!）

为标准计算符合率

以 ,-!"* 值的水准，选出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关系数为

!"##. #(* %，误差为 )*"#$ 万 56*。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的发生面积

与实际发生面积分别相差 )#"#& 万 56* 和 *&"$! 万 56*，年符合率为 $!"$+。

以 ,-!"& 值的水准，选出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关系数为

!"##* (%# #，误差为 )*".) 万 56*。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的发生面积

与实际发生面积分别相差 *!"*’ 万 56*、)&"’’ 万 56* 和 *."&* 万 56*，年符合率为 #%"!+。

以 ,-)"&% 值的水准，选出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关系数为

!"#’! *%#，误差为 )("&( 万 56*。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计算的发生面积与

实际发生面积分别相差 (*"(& 万 56* 和 )."*$ 万 56*，年符合率为 $!"$+。

以 ,-)"$) 值的水准，选出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的相关系数为

!"’(. ’&$ (，误差为 )$"’’ 万 56*。历年数据拟合在 ** 年中有 )) 年不符合，年符合率为

&!+。

经考查以 ,-)"&% 值的水准选出的应用 . 项预测因素所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式作为吉

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面积的预测模式：

/*-(&"#.* )0!"!#) %##1)0!"!#. %.’1(2!"!’) #.(1&2!"!(& *.%1.2!"!’& *(’1%2!")&! %(*1))

3-!"#’! *%#
4-)("&(

! 讨 论

本研究收集了包括地面诱蛾量、降雨量、温度、地面植被等与春季粘虫发生相关的诸多

因素，经初步筛选以公主岭的应用常规测报办法获得的地面诱蛾量与同期降雨量作为数据

基础确定 )) 项预测因素。** 年所有的 )) 项预测因素逐个输入计算机程序运行后输出的数

据结果显示，与预测目标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是一定日期段的诱蛾量，降雨量的影响较小。各

) 期 孙雅杰等：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预测模式研究 *&



项预测因素对发生程度预测的符合率比对发生面积预测的符合率高。应用公主岭 ! 个观测

点的数据选出的预测因素预测吉林省全省的发生程度和发生面积实现了较高的预测符合

率。本研究选出的 " 个吉林省春季粘虫发生预测模式经实际预测检验可以应用。为研究粘

虫预测模式编制的数据计算、分析、筛选、拟合等一系列计算机程序适用于筛选预测因素，组

建预测方程式并通过历年数据拟合计算预测符合率，可供研究其它害虫的发生预测模式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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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以期拓展 (\]’’ 血缘自交系应用的生育期范围，此研究方法正在进一步实施中。

! 小结与讨论

(\]’’ 系列自交系具有优良的热带和亚热带种质，也是一个具有多种抗源的自交系选

育基础材料，成功地加以利用将会拓宽吉林省玉米育种狭窄的种质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

玉米的生产能力。我国加入 UG5 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农业，而对吉林省来说，玉米业首当

其冲。国外的玉米无论在其产量、品质、价格，还是适应机械化程度上均有较大优势。因此，

积极引进外来种质，加快对其改良驯化的步伐，培育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熟期更适宜、整

齐度更好的优良玉米品种，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玉米业的差距，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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