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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河流污染治理、水源管理，提出了融合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

络相结合的河流水质预测方法。将采集的河流水质参数时间序列数据，分解为线性和非线性序列，线性数据使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使用最小二乘法完成了 ＡＲＩＭＡ模型参数估计。对于经过 ＡＲＩＭＡ模型处理的非线性残差数据、

预测值与原始溶解氧序列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采用小波神经网络（ＷＮＮ）获得预测值，并采用遗传算法的选

择、交叉、变异等操作优化网络参数，比传统 ＷＮＮ模型预测精度显著提高。ＡＲＩＭＡ模型、小波神经网络、遗传算法

优化小波神经网络（ＧＡＷＮＮ）和未经遗传算法优化的组合模型预测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 ０２９％、０３９％、０２６％、

０２４％，提出的组合模型预测结果平均绝对误差约 ０１９％且为最小。结果表明，该组合模型优于单个模型和传统

组合模型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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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河流水质变化预测是实现水资源管理、水污染

治理的前提工作。使用历史数据，可通过不同的预

测方法挖掘水质指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或待预测水

质指标本身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河流流域水质受人



类活动和水文气象条件的双重影响，需要及时地监

测河流流域的的水量与水质状况，预测后续水质变

化。河流流域水质的影响因子为 ｐＨ值、溶解氧
（ＤＯ）、电导率（ＥＣ）、浊度（ＴＵ）、氨氮（ＮＨ３Ｎ）、化
学需氧量（ＣＯＤ）、高锰酸盐等水质参数，对其中溶
解氧、氨氮、高锰酸盐的预测，对河流不同流域的污

染治理、水源管理具有预警作用。利用采集的时间

序列水质数据，分析监测数据，利用模型预测后续水

质变化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预测方法主要分为两

大类
［１］
：一是传统的预测方法，把经典数学作为理

论基础，包括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法、马尔科

夫模型、水质模拟预测法等；二是基于人工智能的预

测方法，包括灰色模型、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支持

向量机回归预测法等。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使用多种方法组成的混合

模型做预测，说明结合不同的模型可以改善单一模

型预测性能。ＣＨＥＮ等［２］
构造了组合模型，合并季

节性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ＳＡＲＩＭＡ）和支持向量
机，用于季节性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其中差分自回

归滑动平均（ＡＲＩＭＡ）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与神经网
络的混合模型也出现不少。ＴＳＥＮＧ等［３］

提议使用

结合了季节性 ＡＲＩＭＡ（ＳＡＲＩＭＡ）模型和反向传播神
经网络的 ＳＡＲＩＭＡＢＰ混合模型来预测季节性时间
序列数据。ＺＨＯＵ等［４］

提出了一种基于灰色和

Ｂｏｘ Ｊｅｎｋｉｎｓ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混合建模和预
测方法。ＭＥＨＤＩ等［５］

使用 ＡＲＩＭＡ与 ＡＮＮ的混合
模型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测。

文献［６－８］研究了基于 ＡＲＩＭＡ和 ＡＮＮ预测
方法，实验结果证明了混合模型预测的有效性。

ＪＩＡＮＧ等［９］
提出一种基于小波神经网络的遗传算法

（ＧＡＷＮＮ）模型预测土地位移的方法，与基于反向
传播神经网络的遗传算法（ＧＡＢＰＮＮ）相比，对我国
的三峡库区白水山滑坡的位移预测，结果显示

ＧＡＷＮＮ的精度更高，说明经过遗传算法优化人工
神经网络更适合水质参数预测，可提高水质预测的

预测精度。ＤＥＮＧ等［１０］
为了获得比传统 ＡＲＩＭＡ

ＡＮＮ模型更通用、更精确的预测模型水质混合预测
模型，提出了一个新的混合模型ＡＲＩＭＡ和径向基函
数神经网络，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模型是一种有效

水质预测方法。随后，ＤＥＮＧ等［１１］
提出了一种新的

水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框架，可以挖掘水质历史数

据的隐藏和有价值的知识，对我国长江上游 ５个监
测站收集的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水

质量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以及主要的变化模式。

因此，本文以水质溶解氧时序数据为研究对象，

为获得比传统 ＡＲＩＭＡ和 ＡＮＮ模型更通用、更精确

的水质混合预测模型，提出一种基于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小波神经网络的水质预测方法，并结合遗传算法对

小波神经网络进行优化，最后与单独的ＡＲＩＭＡ模型
和小波神经网络，以及ＡＲＩＭＡ结合未经遗传算法优
化的小波神经网络３种预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１　方法与算法

１１　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 ＡＲＩＭＡ模型
差分 自 回 归 滑 动 平 均 模 型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ＩＭＡ）记 为
ＡＲＩＭＡ（ｐ，ｄ，ｑ），ＡＲ是自回归，ｐ为自回归项，ＭＡ
为移动平均，ｑ为移动平均项数，ｄ为将时间序列变
成平稳时间序列时所处理的差分次数。

建立 ＡＲＩＭＡ时间序列模型包括４个步骤［１２］
：

（１）数据的平稳性处理
ＡＲＩＭＡ模型建模时，首先采用 ＡＤＦ（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单位根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
取差分的形式处理非平稳数据。时间序列数据被平

稳化处理后，ＡＲＩＭＡ（ｐ，ｄ，ｑ）模型就转化为 ＡＲＭＡ
（ｐ，ｑ）模型。序列能通过 ｄ次差分后变成平稳序列
则建立 ＡＲＩＭＡ（ｐ，ｄ，ｐ）模型
ｗｔ＝１ｗｔ－１＋２ｗｔ－２＋… ＋ｐｗｔ－ｐ＋δ＋ｕｔ＋

θ１ｕｔ－１＋θ２ｕｔ－２＋… ＋θｑｕｔ－ｑ （１）
式中　ｗｔ———样本时间序列数据

ｉ、θｉ———模型参数，ｉ＝１，２，…，ｑ
δ———常数，表示序列数据无０均值化
ｕｔ———白噪声序列，其服从独立正态分布

Ｎ（０，σ２）
（２）模型识别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采用自相关函数（ＡＣＦ）、偏

自相关函数（ＰＡＣＦ）来判别 ＡＲＭＡ（ｐ，ｑ）模型的系
数和阶数。自相关函数（ＡＣＦ）描述时间序列观测值
与其过去的观测值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偏自相关函

数（ＰＡＣＦ）描述在给定中间观测值的条件下时间序
列观测值与其过去的观测值之间的线性相关性。

（３）参数估计
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的阶数确定后，用最小二乘

法对 ＡＲＩＭＡ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４）模型验证
模型建立完成后，其误差符合平均值为零且方

差为常数的正态分布，则认为所建模型是合理的。

１２　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
１２１　小波神经网络

小波神经网络（ＷＮＮ）以误差反传神经网络拓
扑结构为基础，与 ＢＰ神经网络类似。在小波神经
网络中，信号向前传播的同时，误差反向传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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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小波神经网络隐含层节点的传递函数为小波基

函数
［１３，１４－１５］

。ＷＮＮ包括 ３部分，即输入层、输出层
和隐含层，ＷＮＮ拓扑结构如图 １所示。本文小波
神经网络采用了单隐层结构，隐层节点根据处理的

信号性质选择了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函数作为传递函数。

图 １　小波神经网络拓扑结构

Ｆｉｇ．１　Ｗａｖｅｌｅ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Ｘ１，Ｘ２，…，Ｘｋ是 ＷＮＮ的输入参数；Ｙ是预测的

输出值；ｗｉｊ和 ｗｊｋ为网络连接权重值。当输入水质参
数样本序列为 ｘｉ（ｉ＝１，２，…，ｋ）时，隐含层输出为

ｈｊ＝Ｍ



ｊ

∑
ｋ

ｉ＝１
ｗｉｊｘｉ－ｂｊ

ａ


ｊ

（ｊ＝１，２，…，ｍ） （２）
式中　ｈｊ———隐含层第 ｊ个节点的输出

ｗｉｊ———输入层和隐含层的连接权重值
ａｊ———小波基函数 Ｍｊ的伸缩因子
ｂｊ———ｈｊ的平移因子
Ｍｊ———小波基函数

文中采用的小波基函数是 Ｍｏｒｌｅｔ母小波基函
数，公式为

［１６］

ｙ＝ｃｏｓ（１７５ｘ）ｅ－
ｘ２
２ （３）

小波神经网络输出层计算公式为

ｙｋ＝∑
ｍ

ｉ＝１
ｗｉｋｈｉ　（ｋ＝１，２，…，ｎ） （４）

式中　ｗｉｋ———隐含层到输出层的网络连接权重值
ｈｉ———第 ｉ个隐含层节点的输出
ｍ———隐含层节点个数
ｎ———输出层节点个数［１７］

１２２　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是模拟达尔文生

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机理的生物进化过程

的计算模型
［１８－２１］

。本文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 ＷＮＮ
网络，其优化网络模型流程图如图２所示，具体步骤
如下：

（１）初始化种群和编码网络参数。随机选择
Ｐ个染色体 Ｐｉ（ｉ＝１，２，…，ｎ），对网络参数进行初始

化编码。初始化交叉规模，选择概率 ＰＳ，交叉概率
Ｐｃ，突变概率 Ｐｍ，初始种群数，设置遗传代数。

图 ２　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计算适应度值，根据训练的结果确定每个

个体的适应度值。适应度值通过适应度函数计算

Ｖ＝ １
１
Ｌ∑

Ｌ

ｉ＝１
（^ｙｉ－ｙｉ）

２

（５）

式中　ｙ^ｉ———第 ｉ个输出节点的期望输出值
ｙｉ———第 ｉ个节点的实际输出值
Ｖ———适应度值，根据适应度函数计算 Ｖ，保

存最大的个体

Ｌ———训练样本长度
（３）选择、交叉和变异操作［１９］

。选择操作是为

了得到更优异的下一代，所以将个体适应度最大值

直接遗传给后代，同时还应保证种群多样性，从而避

免陷入局部最优。本文采用适应度比例方法，个体

的选择概率和其适应度值成比例，适应值高的个体

在子代中复制自身的个体数目多，保证适应度最大

的个体被保留。其中第 ｎ个个体根据其适应度 Ｖｎ
（Ｖｉ（ｉ＝１，２，…，Ｌ）为每个个体适应度）被选中的概
率 Ｐｓ计算

Ｐｓ＝
Ｖｎ

∑
Ｌ

ｉ＝１
Ｖｉ

（６）

交叉是随机将个体基因位置互换，从而得出新

个体，其中第 ｉ个染色体 ａｉ和第 ｊ个染色体 ａｊ的第
ｋ个基因的交叉操作方法为

ａｉｊ＝ａｉｊ（１－ｂ）＋ａｋｊｂ

ａｋｊ＝ａｋｊ（１－ｂ）＋ａｉｊ{ ｂ
（７）

其中 ｂ为［０，１］区间的随机数，当生成随机数符合

７０２增刊　　　　　　　　　　　　吴静 等：融合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ＧＡＷＮＮ的溶解氧含量预测方法



ｂ≤Ｐｃ时按式（７）进行操作，设置 Ｐｃ。
变异是为了产生更优秀的个体，在个体中随机

挑选基因，对基因进行变异操作，其中第 ｉ个个体的
第 ｊ个基因 ａｉｊ进行变异的操作方法为

ａｉｊ，ｎｅｗ＝
ａｉｊ＋（ａｍａｘ－ａｉｊ）［１－ｒ

（１－ｇ／Ｇｍａｘ）２］ （ｒ≥０５）

ａｉｊ－（ａｉｊ－ａｍｉｎ）［１－ｒ
（１－ｇ／Ｇｍａｘ）２］ （ｒ＜０５{ ）

（８）
式中　ａｉｊ，ｎｅｗ———变异生成的新个体

ａｍａｘ———基因 ａｉｊ上界
ａｍｉｎ———基因 ａｉｊ下界
ｇ———当前迭代次数
Ｇｍａｘ———最大进化次数
ｒ———［０，１］区间的随机数

设置变异概率 Ｐｍ，当生成随机数符合 ｒ≤Ｐｍ时
按式（８）进行变异操作。

（４）将种群遗传代数超过预定值作为终止条
件，并将得到的最优编码个体进行解码，转换为优化

的小波网络连接权值和伸缩平移尺度，否则返回步

骤（２）。
（５）用遗传算法完成对小波神经网络权值 ｗｉｊ、

ｗｊｋ和小波伸缩与平移因子 ａｊ、ｂｊ优化完成后，再利
用均方误差方法调整网络参数使得误差函数 Ｆ达
到最小值，获得误差函数 Ｆ的梯度，然后利用梯度
值进行误差的反向传播。以网络参数 ｗｉｊ和 ａｊ为例，
调整公式

Ｆ＝１
Ｌ∑

Ｌ

ｉ＝１
（^ｙｉ－ｙｉ）

２
（９）

ｗｉｊ，ｎｅｗ＝ｗｉｊ，ｏｌｄ＋η

Δ

ＦΔ

ｗｉｊ，ｏｌｄ
（１０）

ａｊ，ｎｅｗ＝ａｊ，ｏｌｄ＋η

Δ

ＦΔ

ａｊ，ｏｌｄ
（１１）

式中　ｗｉｊ，ｏｌｄ、ｗｉｊ，ｎｅｗ———调整前与调整后的输入层结
点与隐含层结点之间的权值

ａｊ，ｎｅｗ、ａｊ，ｏｌｄ———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平衡因子
η———网络学习速率

１３　ＡＲＩＭＡ和 ＧＡＷＮＮ组合模型
实际的时间序列往往既有线性特征，又有非线

性特征，单独使用 ＡＲＩＭＡ或 ＷＮＮ都不能很好地反
映出时间序列的线性与非线性双重特征

［１６］
。为更

好表征其中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相比单独的 ＡＲＩＭＡ
模型和传统神经网络模型，验证 ＡＲＩＭＡ与 ＧＡＷＮＮ
组合模型预测的有效性，本文以水质参数溶解氧时

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遗传算法对小波神经

网络进行优化，包含ＡＲＩＭＡ模型建模和小波神经网
络建模两个阶段：

（１）将溶解氧时间序列输入 ＡＲＩＭＡ模型中，根

据 ＡＤＦ检测数据平稳性，进行 ｄ次差分，观测自相
关和偏相关图，识别模型。设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结果
为 Ｌ^ｔ，原时间序列 ｙｔ和预测结果 Ｌ^ｔ的残差为 ｅｔ，即

ｅｔ＝ｙｔ－Ｌ^ｔ （１２）
原时间序列中的非线性关系隐含在残差序列｛ｅｔ｝
中，即

ｅｔ＝ｆ（ｅｔ－１，ｅｔ－２，…，ｅｔ－ｎ）＋εｔ （１３）
式中　εｔ———随机误差

ＡＲＩＭＡ建模步骤：①把溶解氧时序数据分为训
练集和测试集。对训练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将

数据转换到［０，１］区间，公式为

ｘｉ＝
Ｘｉ－Ｘｉ
Ｓｉ

（１４）

式中　Ｘｉ———原始溶解氧时间序列数据

Ｘｉ———溶解氧数据平均值
Ｓｉ———标准偏差

②差分溶解氧时序数据，然后使用 ＡＲ、ＭＡ和
ＡＲＭＡ不同模型计算 ＡＩＣ值，选用 ＡＩＣ值最小的模
型。③采用自相关函数 （ＡＣＦ）、偏自相关函数
（ＰＡＣＦ）来判别 ＡＲＭＡ（ｐ，ｑ）模型的系数 ｐ和阶数
ｑ。④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值进行参数估计。
⑤预测误差是否是平均值为零且方差为常数的正态
分布，即服从零均值、方差不变的正态分布，最后训

练数据反归一化，获得残差序列数据和预测数据，模

型建立完成。

（２）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ＧＡＷＮＮ）
模型对残差序列｛ｅｔ｝以及原始溶解氧序列 ｙｔ和
ＡＲＩＭＡ的预测值 Ｌ^ｔ３个输 入序列进行预测，设
ＡＲＩＭＡ和 ＧＡＷＮＮ模型进行组合预测的结果为 ｙ^ｔ，
则

ｙ^ｔ＝ｆ（ｙｔ，ｅｔ，^Ｌｔ） （１５）
小波神经网络建模步骤：①经过ＡＲＩＭＡ模型预

测后的残差序列数据、预测数据和原始溶解氧时间

序列数据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作为小波神经的

输入。②使用遗传算法对小波的伸缩因子、平移因
子、连接权值进行优化，获得最优网络参数。③对小
波神经网络学习率以及动量因子赋予初始值，利用

均方误差法对伸缩因子、平移因子、连接权值再次进

行优化。调整网络参数使得误差函数达到最小值，

使用误差函数梯度值进行误差的反向传播。④若误
差函数小于预先设定的某个精度值，或者达到最大

迭代次数，则计算隐层及输出层的输出，停止网络学

习过程，否则返回步骤③。⑤使用平均绝对误差
（ＭＡＥ）、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均方误差（ＭＳＥ）评价
模型预测性能，保存网络参数，获得网络模型。⑥利
用测试集验证组合模型预测，获得预测结果。

８０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采用７ｄ溶解氧时间序列数据，有５４９６条数
据，每隔２ｍｉｎ采集一次，组合模型选用前 ６ｄ的时
序数据作为训练集，第 ７天的数据作为测试集。经
过训练集试验，ＡＲＩＭＡ模型最优为 ＡＲＩＭＡ（７，１，
０），并用此模型预测第 ７天的溶解氧时序数据，获

得残差序列和预测数据。对于小波神经网络部分，

选用经过ＡＲＩＭＡ模型的残差序列、预测数据和原始
溶解氧时序数据作为网络输入，隐层节点数目最优

为１０个（表１），迭代次数 ３００次，输出值为最终预
测值。遗传算法初始种群为 ３０，选择操作采用适应
度比例决定，交叉概率 ０６，变异概率 ００９，最大迭
代次数设置为８０。

表 １　ＧＡＷＮＮ模型精度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ＡＷＮＮ

精度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ＭＡＥ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８

ＲＭＳＥ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５４８

ＭＳＥ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１

　　为了比较单个模型和组合模型预测精度，以及
使用遗传算法优化小波神经和传统小波神经网络的

差别，本文单个神经网络模型训练数据以前 ６ｄ溶
解氧数据作为唯一的输入，隐层节点数目设置为

１０，输出为溶解氧预测值。以经过 ＡＲＩＭＡ模型的残
差序列、预测数据和原始溶解氧时序数据作为

ＧＡＷＮＮ的 ３个输入的训练过程，选定学习率为
００２，在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训练过程中，
隐含层节点数目分别以６到１３个节点测试，网络精
度变化如表 １所示。当隐含层节点数目为 １０时，
ＧＡＷＮＮ拟合与预测效果最好，精度大幅度提高，这
说明所建立小波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隐含层节点数目

１０是适合的，并且拥有较好的收敛速度和精度。

图 ４　不同模型预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小波神经网络训练过程中，传统小波神经网络

（ＷＮＮ）预测结果误差如图 ３ａ所示，使用遗传算法
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ＧＡＷＮＮ）预测结果误差如
图３ｂ所示。从图３ａ中看出，ＷＮＮ网络在训练过程
中，训练误差具有变化大、易波动等特点，使用遗传

算法优化后的 ＷＮＮ训练误差变化曲线平滑下降，
而且收敛速度更快。

图 ３　ＷＮＮ和 ＧＡＷＮＮ误差训练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ｇｒａｐｈｏｆＷＮＮａｎｄＧＡＷＮＮ
　
单独使用 ＡＲＩＭＡ、ＷＮＮ模型、ＧＡＷＮＮ模型对

溶解氧时间序列预测结果分别如图 ４ａ～４ｃ所示。

两个 组 合 模 型 （ＡＲＩＭＡ ＋ＷＮＮ 和 ＡＲＩＭＡ ＋

ＧＡＷＮＮ）的预测结果如图４ｄ、４ｅ所示。本文使用预

测结果的平均绝对误差、均方根误差和均方误差

３个指标来评价每个模型的预测性能，误差越小，模

型性能越好，模型精度如表２所示。

９０２增刊　　　　　　　　　　　　吴静 等：融合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ＧＡＷＮＮ的溶解氧含量预测方法



表 ２　模型精度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精度 ＡＲＩＭＡ ＷＮＮ ＧＡＷＮＮ
ＡＲＩＭＡ＋

ＷＮＮ

ＡＲＩＭＡ＋

ＧＡＷＮＮ

ＭＡＥ ０２９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１９

ＲＭＳＥ ４０４ ５９８ ３２９ ２６４ ２２３

ＭＳＥ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５

　　从表 ２可知，本文采用的 ＡＲＩＭＡ＋ＧＡＷＮＮ组
合模型预测结果平均绝对误差、均方根误差、均方误

差分别为０１９％、２２３％、００５％，比单独的 ＡＲＩＭＡ
模型、ＷＮＮ和 ＧＡＷＮＮ预测结果都更精确；ＡＲＩＭＡ
模型和未经遗传算法优化的 ＷＮＮ组合模型平均绝
对误差、均方根误差、均方误差分别为 ０２４％、
２６４％、００７％，误差结果均小于单独 ＡＲＩＭＡ模型
和 ＷＮＮ。其中使用遗传算法优化的 ＷＮＮ预测效
果优于 ＷＮＮ的预测效果。

针对河流污染治理和水源管理，本文使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与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相结
合的方法对水质参数溶解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

测，为组合模型预测提供理论依据，本方法可扩展到

其他水质参数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例如氨氮浓度、

总磷、总碳等。

３　结论

（１）遗传算法优化的小波神经网络比小波神经
网络收敛更快，预测结果更准确；采用遗传算法优化

小波神经网络能较好地克服梯度下降法参数初始值

敏感和误差波动，获得全局最优的网络参数。

（２）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隐含层数以及隐含层节
点数目的确定可以通过定义所需要的层数节点数目

进行训练，直到找到最佳隐含层数和隐层节点数目。

（３）组合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数据线性和非线
性特征，优于使用单个模型预测的方法，具有良好的

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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