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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地处渭河平原东部!粮食总产量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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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实际产量可分解为趋势产量*气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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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产量与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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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产量预报一般分为年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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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直线滑动平均结合调和权重法进行

趋势产量模拟和预报!既不必主观假定产量历史

演变曲线类型!又充分考虑样本对趋势产量的影

响权重!是一种较好的趋势产量模拟和预测方

法(该方法在冬小麦产量预报预测中的成功应

用!为其它农作物产量定量预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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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冬小麦生育普遍期出现时间!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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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测方程拟合度高!回归显著!预测结果准确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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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产量预测!实现了业务化应用!应用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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