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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管理员属组的各个成员皆可见(对有交互的

成员可读可写%对无交互成员只读(其次%使用超

级管理员创建一个用户%设置为普通用户属组%用

于对最终发布产品的共享(该用户具备只读权

限%可以查看和下载数据(最后%超级管理员对文

件服务器上的所有数据具有完全控制权限%可以

做读写*删除*修改*执行等操作%以便于实施备份

和清除等数据存储策略(

)&,

!

共享服务策略

对于保存在文件服务器上最终发布的预报产

品*解析产品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数

据%遵循+多样化共享,原则%提供
6UK

*磁盘映

射*标准
7KV

接口三种访问方式#

+

$

(为缓解服务

端压力%目前不提供主动的订阅式推送服务(共

享用户权限参考访问控制策略中设置的三级用

户%赋予分级的数据共享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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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模型构建

刘
!

璐!屈振江!张
!

勇!李艳莉

!陕西省经济作物气象服务台"西安
!

$#""#%

#

摘
!

要!气象条件是猕猴桃品质形成的关键环境因子(基于猕猴桃品质调查数据和加密气象观测

资料%综合考虑不同物候期气象适宜度*气象灾害损失度及生产管理条件%利用模糊函数和专家打

分法%建立了分物候期气象适宜度*主要气象灾害灾损度及生产管理措施影响度的气候品质综合

评价模型(利用认证模型对
!"#,

年陕西
#"

个猕猴桃!海沃德"种植园果品品质进行业务检验%对

猕猴桃品质评价的准确率达
."4

%具有业务应用价值(

关键词!猕猴桃)海沃德)气象适宜度)气候品质)认证模型

中图分类号!

5#+!&)

!!!!!!

文献标识码!

7

!!

陕西是全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省%种植面积

和产量分别达
+&!:;

!和
#!%&%

万
3

%其中秦岭北

麓和汉江流域是我国优质猕猴桃的最佳适宜

区#

#

$

(随着猕猴桃产量的增加和市场对果品品质

要求的不断提高%猕猴桃产业已从产量效益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而气象条件是影响猕猴桃品质

形成的关键因素#

!

$

(建立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

证模型%对影响品质的气候条件优劣等级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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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提高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具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围绕气候条件与作物品质之间

的关系研究已有较多成果(

>C]\33G

等分析了高

温和高
1@

!

浓度条件下%草莓等作物中的糖*抗氧

化活性维生素
1

等降低#

,

$

)房世波等研究发现随

着
1@

!

升高%作物光合速率及蒸腾速率有上升趋

势%呼吸作用和气孔导度下降%产量有所提高%品

质将会降低#

%

$

)在气候品质评价模型的研究方面%

金志凤等基于气象资料*田间试验获取的茶叶品

质数据和茶叶生产实际%提出了影响茶叶品质的

,

个气象指标%并建立了茶叶气候品质评价模

型#

)

$

)徐腊梅等通过建立葡萄主要生长发育期与

气象条件的关系%获得最优影响因子%确定葡萄气

候品质认证指标体系#

+

$

)娄伟平等通过确定茶树

芽叶生长期的气象条件与茶树芽叶质量*颜色*滋

味的关系%建立龙井茶叶气候品质认证指标#

$

$

)李

仁忠等通过建立茶叶气候品质评价指数%开展茶

叶气候品质评价#

.

$

(已有成果仅从气候资源与作

物品质的关系出发%忽略了气象灾害和生产管理

措施的影响(同时%针对猕猴桃与气候因子的关

系研究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以陕西主栽的海

沃德品种为研究对象%利用关键生育期气象适宜

度指标*主要气象灾害灾损率指标%并结合猕猴桃

生产实际%从气候资源*气象灾害和果园生产管理

条件三方面%建立陕西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

模型%开展陕西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的定量

化评价%为科学利用气候资源%提高陕西猕猴桃果

品品质提供技术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陕西猕猴桃种植的品种较多%其中美味猕猴

桃的主导品种海沃德种植面积较大%有一定的代

表性(选取周至和眉县两个猕猴桃集中种植区的

#"

个果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品质调查数据来

源于陕西省果业管理局%在
#"

月猕猴桃成熟季

节%分别利用糖量计*

/9@W

中和滴定法*硬度计

法*微量滴定法对海沃德猕猴桃的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可滴定酸含量*硬度*维生素
1

含量等要素

进行测定(气象数据来源于陕西省气象信息中

心%包括周至县和眉县基本气象站%以及距离所选

果园最近的
-

个区域自动站的逐日平均气温*降

水量*日照时数*平均相对湿度等数据(

#&!

!

研究方法

影响猕猴桃品质形成的环境因子较为复杂%

其中气候资源和气象灾害是影响果品气候品质的

主要因素%而受生产管理水平影响的果树树势对

外界气候资源和气象灾害发挥着内在的+放大或

缩小,的调节作用#

-

$

(选定猕猴桃主要物候期气

象适宜度*主要气象灾害损失度和果品企业对猕

猴桃果树的生产管理条件三要素%利用隶属函数

和专家打分结果%定量计算或确定各因子分值及

权重%并应用加权指数求和方法%构建陕西猕猴桃

气候品质认证模型(其中分物候期的气象适宜度

模型构建采用隶属函数和专家打分法(通过隶属

函数计算主要物候期适宜度因子数值%可提高评

价模型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专家打分共进行三轮%

征询专家涵盖林果业省级技术指导和管理部门*

一线农技人员*种植农民专家共
,)

人%各项因子

和指标权重均取各专家打分平均值(此外%气象

灾害评价采用灾损度模型%借用气象灾害评估理

论%利用各灾害不同等级灾情实际发生比率与灾

损系数的乘积的和来表示(

"

!

评价模型的构建

!&#

!

分物候期适宜度评价模型

气象因子的选取及指标的确定根据海沃德猕

猴桃各主要物候期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以及其生

物学特性#

#

%

#"8#%

$

%选取伤流期*芽膨大期*展叶期*

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和成熟期为主要物候期%确定

各物候期期间日平均气温*总降水量*总日照时数

和日平均相对湿度作为各物候期影响果品品质的

主要气象因子%并结合各物候期生物学特性*气象

灾害指标等因素%建立猕猴桃主要物候期适宜度

指标库!见表
#

"(

指标权重及建立模型设定隶属函数为线性关

系%并综合上述指标体系%建立猕猴桃主要物候期

的气象生长适宜度隶属函数#

#)

$

%以猕猴桃伤流期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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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海沃德猕猴桃主要物候期适宜度气象指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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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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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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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函数模型中%

)

3

代表平均气温)

)

]

代表降

水量)

)

F

代表日照时数)

)

c

代表相对湿度(同时%根

据专家打分结果%确定海沃德猕猴桃主要物候期

气象适宜度预报因子权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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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物候期适宜度评价模型%并在各物候

期适宜度评价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打分结果%

建立猕猴桃气象适宜度评价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式!

+

"和!

$

"中%

*

+

为第
+

个物候期气象适

宜度评价值!

+

"

#

%

!

%4%

+

"%其值越大%则该物候

期气象适宜度越高)

!

+

!

,

-

"为第
+

个物候期的第
-

个气象条件因子隶属度!

-

"

#

%

!

%

,

%

%

"%

"

+

-

为该因

子的权重%

"

#

"

+

-

#

#

%

.

为猕猴桃气象适宜度(

!&!

!

分灾种灾损度评价模型

根据气象灾害对海沃德猕猴桃品质影响特

征*种植区气象灾害背景以及种植条件#

#

%

#!

$

%确定

越冬期!上年
##

月至当年
!

月"冻害*芽膨大期冻

害*高温日灼及夏季干旱为主要气象灾害(利用

陕西海沃德猕猴桃主要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指标%

得到各气象灾害指标及灾损系数#

#+8#$

$

!表
!

"(

导致猕猴桃灾损的气象灾害损失度%主要表

现为该种类气象灾害各等级灾害的发生次数和危

害强度%因而可用其发生比率和灾损系数来表征(

根据多年气象服务积累的经验%及专家打分结果%

建立猕猴桃气象灾害灾损度评价模型

/

+

"

0

F+

1

F+

$

0

;+

1

;+

$

0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为灾害编号!

+

"

#

%

!

%

,

%

%

"%

/

+

为第
+

种灾

害的灾损度%用于表示气象灾害灾损度的大小%其值

越大%则该气象灾害损失程度越大)

0

F+

*

0

;+

*

0

+̂

分别

为第
+

种灾害重度*中度*轻度气象灾害的发生比率%

1

F+

*

1

;+

*

1

+̂

分别为第
+

种灾害重度*中度*轻度灾害的

灾损系数)

/

为一年的猕猴桃气象灾害灾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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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海沃德猕猴桃主要气象灾害指标及其灾损系数

灾害

类型

致灾气象

因子

成灾等级指标及灾损系数

等级 指标 灾损系数

越冬

冻害

极端

最低气温

!

2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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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条件评价模型

根据猕猴桃生产管理对果品品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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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定猕猴桃果品企业生产管理条件及其评分标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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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据各种管理对猕猴桃品质影响特征%

以及专家打分结果%建立猕猴桃果品企业生产管

理条件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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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果品企业生产管理条件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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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在主要物候期气象适宜度*气象灾害灾损度

以及果园生产管理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三者对果

品品质影响情况及专家打分结果%建立陕西猕猴

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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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果品企业生产

管理条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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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模型的业务应用与检验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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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省果业管理局对某猕猴桃

企业在周至和眉县的
#"

个海沃德种植园果品品

质抽测结果%以及距离各种植园最近的区域气象

站数据%对构建的陕西猕猴桃气候品质认证评价

模型进行应用与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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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认证模

型评分结果排序与陕西省果业管理局品质排序基

本一致%准确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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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认证模型具有较

高客观性%可投入气候品质认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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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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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海沃德种植园果品品质的检验结果

品质

排序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4

可滴定酸

含量-
4

果形

指数

硬度

-!

<

=

-

S;

!

"

维
1

-

!

;

=

-

#""

=

"

认证模型

评价得分

采样

地址

# ##&# !&" #&# )&- !#"&" "&-!

齐镇

! ##&# #&. #&! ,&, ##)&" "&.-

首善镇

, #"&- #&- #&# )&. #$"&" "&-"

金渠镇

% #"&% #&+ #&# !&. !+$&" "&..

营头镇

) #"&% #&$ #&# %&" #,#&$ "&..

金渠镇

+ #"&! #&+ #&# )&# #.,&, "&.$

广济镇

$ #"&! #&$ #&! )&. #,"&" "&..

司竹镇

. #"&! #&+

-

%&. #))&" "&.)

楼观乡

- #"&, #&%

-

%&+ ##+&$ "&.%

马召乡

#" #"&% #&)

-

,&! #%"&" "&.%

楼观镇



!"#$

!

%

" 刘
!

璐等&陕西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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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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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陕西省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

证的技术空白%以海沃德品种为例%建立了包含伤

流期*芽膨大期*展叶期*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和成

熟期共
+

个物候期气象适宜度%越冬期冻害*芽膨

大期冻害*高温日灼和夏季干旱
%

种气象灾害灾

损度%以及产地环境*生产技术规范*质量安全技

术规范和品质抽查结果共
%

个生产管理条件在内

的共
#%

个因子的陕西猕猴桃果品气候品质认证

模型(经检验%该认证模型对陕西海沃德猕猴桃

品质评价的准确率达
."4

%具有业务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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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果品气候品质认证模型%由主要物

候期气象适宜度*主要气象灾害损失度%以及果品

企业生产管理条件三方面组成%对比目前国内以

评价气候资源为主的认证技术%该模型不仅分物

候期评价了不同阶段气候资源对品质形成的作用

与贡献%同时增加了气象灾害和生产管理水平对

品质的影响%在客观反映果品生产实际对品质的

影响方面有所提高(

!

,

"因为缺乏长时间序列的海沃德果品品质数

据%未将果品品质与气象要素的关系纳入认证模型

中%后期还需大量积累果品品质数据%开展果品品

质与气象条件和气象灾害的相关性研究%以进一步

提高认证技术的科学性%发挥好果品气候品质认证

工作对提高果品市场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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