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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及时、准确地进行玉米产量预报,为吉林省玉米产量预报业务提供参考依据,为政府调控提供科技

支撑,利用吉林省1980 2016年春玉米产量和50个气象站逐日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资料,基于相似距离和相关

系数构建综合诊断指标筛选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各类气象要素历史相似年,根据各类气象要素历史相似年与

预报年的玉米产量丰歉气象影响指数之间的关系,建立吉林省春玉米产量动态预报模型。同时,对历史相似年的筛

选方法进行改进,利用欧氏距离直接筛选综合气候历史相似年,根据气候历史相似年与预报年的玉米产量丰歉气

象影响指数之间的关系,构建春玉米产量预报模型。对比改进前、后的产量预报模型的预报,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在

吉林省玉米单产预报中,预报准确率均较高,普遍在85%以上。产量预报模型对2002 2013年的预报检验结果表明,

改进方法后2002 2013年单产预报平均准确率提高了3. 9个百分点,均方根误差降低了4个百分点,标准差降低了2。

对2014 2016年的预报检验结果表明,改进方法的玉米产量预报结果优于传统方法的预报结果。改进方法比传统方

法准确率更高,稳定性更强,应用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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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气象产量预报是各级政府制定粮食调控计

划所需的重要信息,是气象为农服务的主要产品之

一 [ 1- 3] 。 根据中国气象局制定的《农业气象产量预

报质量考核办法》 ,全国各省每年于 7 月 15 日和 8
月 25 日之前分别上报秋粮产量趋势预报和定量预

报结果,上报结果的准确性不仅对于本省的业务考

核非常重要,对整个政府调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因此,粮食产量预报技术的提高一直是一项重

要的研究课题。
  

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对作物产量预报技术的研

究已经有很多 [ 4- 8] 。 我国农业气象工作者自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就 开 展 了 作 物 产 量 预 报 的 研 究 工

作 [ 9- 10] ,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逐步研制了适合我国

不同区域不同时空尺度的作物产量预报模型,主要

为统计模型 [ 11] 、动力生长模型 [ 12- 13] 和遥感估产模

型 [ 14- 15] 等几大类。 近几年在全国产量预报业务上

比较常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气候适宜度影响指数方

法 [ 16- 18] 、关键气象因子影响指数方法 [ 19- 21] 及产量

历史丰歉气象影响指数方法等 [ 22- 24] 。 这些研究对

我国农业气象产量预报业务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

义。 其中,在研究产量历史丰歉气象影响指数方法

时,前人大多是根据相关系数和相似距离原理,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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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育阶段的各类气象因子进行综合聚类分析,建
立综合诊断指标,分别寻找各类气象要素的历史相

似年,根据历史相似年作物产量丰歉气象影响指数,
采用加权分析、大概率等方法确定预报年作物产量

丰歉气象影响指数,从而预测产量 [ 6,11,22- 23,25] 。 但

是,气象条件对产量形成的影响是复杂的、系统的,
前人在建立综合诊断指标时将光、温、水分别剥离出

来,分析各自的历史相似年,有一定的片面性。 本研

究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筛选气象要素历史相

似年的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一种筛选综合光、温、水
的气候相似年的方法,建立产量动态预报模型,进行

产量预测,以期提高产量预报准确率和稳定性,为政

府调控提供更好的科技支撑。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及处理

气象资料为吉林省50个气象站1980 2016年逐

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均来自

吉林省气象局。逐日平均气温由逐日最高气温、最低

气温相加求平均计算得到。作物资料为1980 2016
年吉林省春玉米单产、总产、种植面积数据,来自吉

林省统计局。
1. 1. 1　 气象资料处理

  

以吉林省 50 个气象站历史年与预报年作物播

种后的逐日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日照时数和降水量

等气象要素的资料为基础,计算作物播种后各单站

日平均气温。 利用单站气象要素计算得到全省日平

均气温、全省日平均日照时数、全省日平均降水量。
利用全省日平均要素从春玉米播种开始,至每月的

逢5、10、15、20、25、30日(或28、29、31日) 逐次计算,
得到各时间全省平均积温、累积降水量、累积日照时

数等要素,再根据累积降水量计算得到全省标准化

降水量。 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文献[26] 。
  

相邻两年各气象要素变化量为
 

ΔX i =X i -X i- 1 (1)
式中,ΔX i 为相邻两年同类气象要素的差值,X i 和

X i- 1 分别为第 i 年和第 i-1 年的平均积温、标准化降

水量、累积日照时数等同类气象要素值。
1. 1. 2　 春玉米单产处理方法

   

对单产作如下处理:
ΔY i = (Y i -Y i- 1 ) / Y i- 1 ×100

  

(2)
 

式(2)中,i 代表的第 i 年,而 i-1 则是代表第 i 年的前

1 年。 ΔY i 为第 i 年与第 i-1 年的春玉米单产丰歉值

(即产量丰歉气象影响指数),Y i-1 和 Y i 分别为第 i-1

年和第 i 年全省春玉米单产,单位均为 kg / hm2 。
1. 2　 基本原理和步骤

春玉米产量与管理措施、环境气象要素、土壤条

件及品种类型等多种因素均有关系。 在一定区域

内,气象因子对相邻两年春玉米产量波动的影响起

关键性作用,春玉米品种、肥力等的影响相对比较稳

定。 相邻两年春玉米产量的变化几乎是由气象要素

的变化引起的,因此,相邻两年春玉米单产的变化可

用其与气象要素的关系表示,即
               

ΔY =F( ΔX)
                                                 

(3)
式中,ΔY 为相邻两年春玉米单产变化,即产量丰歉

气象影响指数, ΔX 为相邻两年气象因子的差值。
如果不考虑春玉米品种变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如
果两年的气象要素相近或者相似,则其作物产量也

应相近。
1. 2. 1　 气象相似年筛选

  

以往各省在研究基于产量历史丰歉气象影响指

数的粮食产量预报技术时,通常利用式(4) (5) (6)建

立综合诊断指标,判断预报年与历史年的各个气象要

素变化的相似程度,筛选气象要素相似年[ 22-24] 。
  

相似距离:
       

d ik = ∑
N

j = 1
( ΔX ij - ΔX kj)

2
 

(4)

相关系数:

r ik =
∑

N

j = 1
[ ( ΔX ij - ΔX

—

i) ( ΔX kj - ΔX
—

k) ]

∑
N

j = 1
( ΔX ij - ΔX

—

i)
2∑

N

j = 1
( ΔX kj - ΔX

—

k)
2

(5)

综合诊断指标:

C ik =
r ik
d ik

×100%
 

(6)

(4) (6) 式中,k 为预报年, i 为历史上任意一年, j
为气象要素的序号,ΔX kj 为预报年第 j 个气象要素

相邻两年的变化量,ΔX ij 为历史上任意一年同一时

段的同类气象要素相邻两年的变化量,N 是样本长

度。 ΔX
—

是第 i 序列或第 j 序列 N 个样本的平均值。
C ik 是预报年 ( 即 k 年) 和历史上的任意一年 ( 即 i
年)的综合诊断指标,若 C ik 值越大,则一般认为预

报年( k 年)同历史上第 i 年的相似程度就越高。
  

在积温、标准化降水量、累积日照时数三类因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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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别选出 3 个最大的 C ik 值所对应的历史相似年

型,通过分析确定 9 个历史相似年型春玉米产量丰

歉气象影响指数与春玉米实际产量丰歉气象影响指

数之间的关系,最终采用加权平均分析方法计算预

报年春玉米产量丰歉气象影响指数。
  

以下研究中称这种方法为传统方法。
1. 2. 2　 气象相似年筛选改进方法

  

上述传统的筛选气象要素相似年的方法,是通

过相似距离和相关系数的关系得到综合诊断指标,
从而分别筛选出积温、标准化降水量、累积日照时数

相似年份。 但是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通常是积温相

似的年份,标准化降水量和累积日照时数未必相似,
甚至 3 个要素的相似年各不相同。 本研究对传统计

算方法进行改进,试图探寻一种可以直接筛选出气

候相似年的方法。
  

对于选定的站点,计算预报年与历史年同一时

段气象数据的欧氏距离 d sik,由于积温、标准化降水

量、累积日照时数等气象因子变化量数据的量纲不

同,因此在计算欧氏距离时首先对各个气象要素的

变化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ΔX s = ( ΔX-ΔXmin ) / ( ΔXmax -ΔXmin )
 

(7)

式中,ΔX 为各类气象要素的变化量,ΔX s 为标准化

后的各类气象要素的变化量,ΔXmax 、ΔXmin 分别为各

类气象要素变化量在整个数据空间中的最大、最小

值。 标准化处理后,欧氏距离计算如下:
   

d sik = ∑
N

j = 1
∑

3

n = 1
( ΔX sknj - ΔX sinj)

2 (8)

ΔX sknj 为预报年 k 的第 n 类标准化气象变量,ΔX sinj 为

历史年
 

i
 

的第
 

n
 

类标准化气象变量,n
 

为气象要素种

类(这里指积温、标准化降水量、累积日照时数等 3

类),j、N 的含义同上。 d sik 值越小,则一般认为预报

年(k 年)同历史上第 i 年的相似程度就越高。 因此,

选出 9 个最小 d sik 值所对应的历史相似年型,同样采

用加权平均分析方法根据 9 个历史相似年型春玉米

产量丰歉值计算预报年春玉米产量丰歉值。
以下研究中称这种方法为改进方法。

1. 2. 3　 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根据两种方法各自得到的气象要素相似程度最

高的 9 个年份的产量丰歉值,根据产量丰产 ( 或歉

产)概率的大小,以概率为权重,利用加权平均分析

方法,分别建立产量丰歉值预报模型:

　 ΔY k =
∑ΔY i( + )

l
× a( + ) +

∑ΔY i( - )

m
× a( - )

 (9)

式中,ΔY k 为预报年单产丰歉预报值;∑ΔY i( + ) 为 9

个历史年产量丰歉值中, 产量为丰的数值累加,

∑ΔY i( - ) 为 9 个历史年产量丰歉值中,产量为歉的

数值累加;l 为产量为丰的数值个数,m 为产量为歉

的数值个数;a( + ) 、a( - ) 分别为预报试验结果为正

值、负值的概率,即
  

a( +) = l / 9
 

(10)
a( -) = m / 9

   

(11)
利用建立的产量丰歉预报模型对1981 2013年

吉林省春玉米单产趋势进行预报试验,预报丰歉趋

势与实际丰歉趋势一致者为“预报准确” ,并根据趋

势预测结果计算预报产量,即
 

Y i = Y i- 1(1+ΔY i / 100)
 

(12)
式(12)中各变量含义同式(2) 。

为评价传统方法和改进方法各自建立的产量预

报模型的预报效果,选择丰歉趋势准确率、产量预报

准确率、归一化均方根误差、标准差等进行评价。
(1)丰歉趋势准确率

丰歉趋势准确率为回代检验趋势预报准确的年

数占总参与检验年数的百分比。
(2)产量预报准确率

单年预报准确率 = [1-(Y1 -Y2 ) / Y2 ] ×100%
    

(13)
式中,Y1 为某年的产量预报值,Y2 为来源于吉林省

统计局的此年的实际产量值。 将各年准确率平均值

作为多年平均准确率。
(3)均方根误差

RMSE = ∑
n

i = 1
(Y1i - Y2i)

2 / n × 100
 

(14)

式中,RMSE 为均方根误差,Y1i 为第 i 年的产量预报

值,Y2i 为第 i 年的产量实际值, n 为参与检验的

年数。
(4)标准差

标准差是描述样本中资料与平均值差异的平均

状况的统计量,衡量资料围绕平均值的平均变化幅

度,计算公式为

SD = 1
n - 1∑

n

i = 1
(X i - X

—
) 2 (15)

在本研究中,SD 为标准差,X i 为第 i 年的预报

3



气象与环境科学 第 43 卷

准确率,X
—

为预报准确率的平均值,n 为参与检验的

年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基于传统方法的产量丰歉预报模型

2. 1. 1　 气象要素相似年
  

表 1 为利用传统方法通过建立综合诊断指标判

断各类气象要素在各个预报时间的 3 个最相似年。
由表 1 可见,不同预报时间,同一气象因子的相似年

有重复性,但也有差别性,并且相似年的优先顺序也

有所变化。 如不同预报时间,
 

2010 年均是其温度相

似年,但在预报时间 8 月 11 日时,2010 年是其第一

相似年,而在其他预报时间,2010 年均是其第二相

似年。 同一预报时间,不同气象要素的相似年具有

差别性,但也存在重复性。 如预报时间 7 月 11 日,
1984 年和 1990 年是其温度相似年,但却不是降水

和日照时数相似年,而 2010 年既是其温度相似年,
又是其降水相似年。 利用综合诊断指标值判断气象

要素相似年,能够体现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同气

象要素的变化情况。

表 1　 传统方法筛选得到的吉林省 2013 年不同预报时间各气象因子 3 个最相似年 年

预报时间 温度相似年 降水相似年 日照时数相似年

7 月 11 日 1984 2010 1990 2010 1996 1994 2004 1985 1994

7 月 21 日 1984 2010 1990 2010 1996 1994 1985 2003 2004

8 月 1 日 1984 2010 1990 2010 1996 1994 1985 1989 1994

8 月 11 日 2010 1984 1990 1996 2010 1994 1985 1989 1994

8 月 21 日 1984 2010 1990 1996 2010 2007 1985 1981 1994

　 注:预报年以 2013 年为例,相似年顺序根据综合诊断指标值由大到小排列,下同

2. 1. 2　 模型预报试验
  

本研究在春玉米播种后即可逐旬建立产量丰歉

预报模型进行产量预报,限于篇幅,结合业务中产量

预报结果上报考核的相关规定时间,研究中将春玉

米产量动态预报时间定为7月11日、7月21日、8月1
日、8月11日和8月21日。基于传统方法构建春玉米产

量丰歉动态预报模型,将1981 2013年历年资料代

入产量丰歉预报模型,计算得到当年相对于上一年

的春玉米单产丰歉值,并根据公式( 12) ,利用上一

年的实际产量推算出当年的预报产量。利用上述方

法对2002 2013年吉林省春玉米单产丰歉预报模型

进行7月11日至8月21日的逐旬动态预报试验,结果

见表
 

2。
  

由表
 

2可见,2002 2013年各预报时间单产预报

平均准确率为88. 0% ~ 89. 1%;12年的丰歉趋势动态

预报准确率平均在58. 3% ~ 75. 0%,即12年中有7 ~ 9
年的趋势预报是正确的;各预报时间的均方根误差

为13. 7% ~ 14. 8%,标准差为9. 5 ~ 10. 9。

表 2　 基于传统方法的吉林省2002 2013年玉米单产动态预报试验结果

预报时间
 

单产预报平均准确率 / % 丰歉趋势准确率 / % 均方根误差 / % 标准差

7 月 11 日 88. 7 58. 3 13. 7 9. 5

7 月 21 日 88. 4 58. 3 14. 3 10. 3

8 月 1 日 88. 0 58. 3 14. 3 9. 5

8 月 11 日 88. 0 75. 0 14. 8 10. 6

8 月 21 日 89. 1 66. 7 14. 2 10. 9

平均值 88. 4 63. 3 14. 3 10. 2

2. 1. 3　 模型预报检验
  

利用传统方法研究的玉米产量丰歉动态预报方

法,对2014 2016年吉林省玉米单产进行 7 月 11 日

至 8 月 21 日的逐旬动态预报检验,预报准确率和丰

歉趋势预报结果分别见表 3 和表 4。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4 2016年吉林省玉米单

产逐旬预报结果的准确率普遍较高,其中,2014 年

玉米单产预报准确率为 86. 1% ~ 92. 5%,2015 年玉

米单产预报准确率为 94. 3% ~ 98. 1%,2016 年玉米

单产预报准确率为 90. 8% ~ 98. 0%。 而产量丰歉趋

势预报的结果不稳定,2014 年单产趋势预报各时间

均不正确,2015 年在 8 月 11 日和 21 日预报正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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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各时间均预报正确。

表 3　 基于传统方法的吉林省2014 2016年玉米单产动态预报准确率检验
  

年份
预报准确率 / %

7 月 11 日 7 月 21 日 8 月 1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1 日

2014 91. 7 92. 5 86. 1 88. 9 88. 9
2015 97. 9 96. 6 98. 1 94. 3 95. 3
2016 92. 1 90. 8 98. 0 97. 2 97. 1

表 4　 基于传统方法的吉林省2014 2016年玉米单产丰歉趋势动态预报检验结果

年份 ΔY实际 / %
ΔY预报 / %

7 月 11 日 7 月 21 日 8 月 1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1 日

2014 -6. 8 1. 0 0. 2 6. 2 3. 5 3. 5
2015 -0. 2 1. 9 3. 2 1. 7 -5. 8 -4. 9
2016 4. 9 13. 2 14. 6 7. 0 7. 9 7. 9

　 注:ΔY 代表实际产量丰歉影响指数,ΔY预报 为预报的产量丰歉影响指数,下同

2. 2　 基于改进方法的产量丰歉预报模型

2. 2. 1　 气象要素相似年
  

表 5 为利用改进方法筛选的各个预报时间的 9
个气候相似年。 由表 5 可见,通过该方法直接筛选

出的气候相似年,随着预报时间的推进,气候相似年

的优先顺序也随之有所变化,并且筛选出的相似年

与传统方法筛选出的相似年有相似性,但也有一定

差异。

表 5　 改进方法筛选得到的吉林省 2013 年不同预报时间各气象因子 3 个最相似年 年

预报时间 气候相似年

7 月 11 日 2010 1984 1992 1988 1986 1995 1999 1987 2006
7 月 21 日 2010 1992 1986 1988 1984 1995 1987 1999 2006
8 月 1 日 2010 1986 1988 1992 1984 1995 1987 1999 2009

8 月 11 日 2010 1986 1988 1992 1984 1995 1987 1999 2009
8 月 21 日 2010 1986 1988 1992 1984 1995 1987 2000 1993

　 注:预报年以 2013 年为例

2. 2. 2　 模型预报试验
  

将1981 2013 年历年资料代入改进的预报模

型,对吉林省玉米单产进行动态预报试验。2002
2013年动态预报试验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见,2002 2013 年各预报时间单产预

报平均准确率为 91. 8% ~ 93. 0%,相比传统方法,平
均提高了 3. 9 个百分点。 从逐年情况看(图 1) ,各
预报时间多数年份改进方法的预报准确率比传统方

法的高。 改进方法预报准确率高于传统方法预报准

确率的年份,7 月 11 日的预报结果中有 8 年,7 月

21 日的预报结果中有 11 年,8 月 1 日的预报结果中

有 10 年,8 月 11 日的预报结果中有 8 年,8 月 21 日

的预报结果中有 8 年。 12 年的丰歉趋势动态预报

准确率平均为 58. 3% ~ 75. 0%,与传统方法相比几

乎无差异。 各预报时间的均方根误差为 9. 3% ~
11. 2%,与传统方法相比平均降低 4 个百分点。 标

准差为 7. 1 ~ 9. 1,与传统方法相比平均降低了 2. 0。
从各项评价指标来看,改进方法均优于传统方法。

  

表 6　 基于改进方法的吉林省2002 2013年玉米单产动态预报试验结果

预报时间 单产预报平均准确率 / % 丰歉趋势准确率 / % 均方根误差 / % 标准差

7 月 11 日 91. 8 58. 3 11. 2 9. 1

7 月 21 日 92. 4 58. 3 10. 4 8. 6

8 月 1 日 92. 7 58. 3 9. 9 7. 9

8 月 11 日 93. 0 75. 0 9. 3 7. 1

8 月 21 日 91. 8 66. 7 10. 8 8. 4

平均值 92. 3 63. 3 10. 3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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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模型预报检验
  

利用改进方法对2014 2016年吉林省玉米单产

进行7月11日至8月21日的逐旬动态预报检验,预报

准确率和丰歉趋势预报结果分别见表 7 和表 8。
  

从表
 

7可以看出,2014 2016年吉林省玉米单产

逐旬预报结果的准确率普遍较高。其中,2014年玉米

单产预报准确率为85. 9% ~ 93. 7%,2015年玉米单产

预报准确率为97. 3%,2016年玉米单产预报准确率

为98. 2% ~ 99. 8%。与传统方法相比,2014年7月11

日、7月21日和2015年7月11日、8月1日的预报准确率

稍低,偏低0. 6 ~ 6. 6个百分点,而其他预报时间预报

准确率均比传统方法的高,偏高0. 7 ~ 7. 6个百分点。
而产量丰歉趋势预报的结果不稳定(表

 

8) ,2014年7
月11日和7月21日的单产趋势预报不正确,2015年除

了7月11日,其他时间均预报不正确,2016年各时段

均预报正确。与传统方法相比,丰歉趋势预报准确率

没有明显提高。

图 1　 基于两种方法的吉林省2002 2013年玉米产量预报试验结果准确率

表 7　 基于改进方法的吉林省2014 2016年玉米单产动态预报检验准确率
  

年份
预报准确率 / %

7 月 11 日 7 月 21 日 8 月 1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1 日

2014 85. 9 85. 9 93. 7 93. 7 93. 7
2015 97. 3 97. 3 97. 3 97. 3 97. 3
2016 98. 2 98. 2 99. 8 99. 8 98. 4

表 8　 基于改进方法的吉林省2014 2016年春玉米单产丰歉趋势动态预报检验结果

年份 ΔY实际 / %
ΔY预报 / %

7 月 11 日 7 月 21 日 8 月 1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1 日

2014 -6. 8 6. 3 6. 3 -0. 9 -0. 9 -0. 9
2015 -0. 2 -2. 8 2. 5 2. 5 2. 5 2. 5
2016 4. 9 3. 0 3. 0 5. 2 5.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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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研究对传统筛选气象要素相似年的方法进行改

进,并且对比了两种方法建立的产量动态预报模型

的产量预报结果。
  

通过将1981 2013年历年资料代入两种方法建

立的各预报时间产量丰歉预报模型,对吉林省玉米

单产进行动态预报试验,结果表明:两种方法2002
2013年各预报时间单产预报平均准确率均较高,但
改进方法相比传统方法,平均提高了3. 9个百分点,
且多数年份改进方法的预报准确率比传统方法的

高。丰歉趋势动态预报准确率两种方法相比几乎无

差异。各预报时间的均方根误差均小于15%,改进方

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平均降低4个百分点。标准差均

小于11,改进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平均降低了2。标
准差越小,说明模型预报结果稳定性越高。对2014
2016年玉米产量预报检验结果表明改进方法优于传

统方法。
  

前人利用传统的产量历史丰歉气象影响指数方

法,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作了大量的研究[ 11,23- 24] 。
从研究结果看,准确率均较高,适用于各地的本地化

业务应用。 本研究提出的春玉米产量预报技术的改

进方法,是一种筛选综合光、温、水的气候相似年的

方法,从而建立产量丰歉动态预报模型。 该方法简

洁、准确率高,相比传统方法,能够更准确地预报当

地的玉米产量,具有重要业务应用价值。 但产量丰

歉预报模型中仅考虑了气温、降水和日照时数对产

量的影响,没有考虑其他气象要素的影响,也没有考

虑极端气象灾害发生时对产量的影响,这些因素可

能是导致模型产量丰歉趋势预报正确性低的重要原

因。 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

素,在提高单产预报准确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产

量丰歉趋势预报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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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yield
 

of
 

maize
 

in
 

time
 

and
 

accurately,provide
 

reference
 

frame
 

for
 

maize
 

prediction
 

business
 

of
 

Jilin
 

province
 

an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f
 

spring
 

maize
 

yield
 

and
 

daily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sunshine
 

hours
 

etc. from
 

50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during
 

1980 2016
 

in
 

Jilin
 

province,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index
 

to
 

screen
 

out
 

history
 

similar
 

years
 

of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sunshine
 

hours
 

and
 

other
 

meteorological
 

factor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imilar
 

distance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n, the
 

dynamic
 

forecast
 

model
 

of
 

spring
 

maize
 

yield
 

for
 

Jilin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relationship
 

of
 

the
 

meteorological
 

influence
 

index
 

for
 

bumper
 

or
 

poor
 

harvest
 

of
 

maize
 

yield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imilar
 

years
 

of
 

each
 

kind
 

of
 

mete-
or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forecast
 

year. At
 

the
 

same
 

time,the
 

selection
 

method
 

of
 

historical
 

similar
 

year
 

is
 

improved,and
 

the
 

comprehensive
 

climate
 

history
 

similar
 

years
 

are
 

screened
 

directly
 

based
 

on
 

Euclidean
 

distance. The
 

forecast
 

model
 

of
 

spring
 

maize
 

yield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eteorological
 

influence
 

in-
dexes

 

for
 

bumper
 

or
 

poor
 

maize
 

yield
 

in
 

historical
 

similar
 

years
 

and
 

forecast
 

years. The
 

prediction
 

effects
 

of
 

the
 

forecast
 

model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rovement
 

are
 

compared.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predic-
tion

 

accuracie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both
 

high
 

in
 

the
 

maize
 

yield
 

prediction
 

in
 

Jilin, generally
 

over
 

85%. However,the
 

results
 

of
 

yield
 

prediction
 

model
 

for
 

2002 2013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of
 

the
 

improved
 

method
 

for
 

the
 

2002 2013
 

yield
 

has
 

increased
 

by
 

3. 9%
 

on
 

average,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has
 

decreased
 

by
 

4%,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has
 

decreased
 

by
 

2. Moreover,the
 

test
 

re-
sults

 

of
 

maize
 

yield
 

prediction
 

for
 

2014 2016
 

years
 

are
 

also
 

better
 

than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Com-
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the
 

improved
 

method
 

has
 

high
 

accuracy,strong
 

stability
 

and
 

high
 

applica-
tion

 

valu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index;
 

yield
 

prediction;
 

similar
 

years;
 

spring
 

maize;
 

bumper
 

or
 

poor
 

harvest
 

of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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