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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的粮食产量与化肥用量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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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太湖流域化肥用量和粮食产量数据，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建立了粮食产量与化肥用量之间的关系模

型，以指导化肥减施增效。共收集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共 ３５ａ太湖流域 １６个县市每个县市的单位面积化肥用量和单

位面积粮食产量数据。通过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ＭＡ），对两类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对数据中存在的缺项

进行了填补。实验表明，对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数据，用 ＡＲＭＡ（２，６）模型能够达到较佳的填补效果，均方误差小

于 ０２，Ｒ２＞０８５。对于单位面积化肥用量数据，用 ＡＲＭＡ（３，７）模型较优，均方误差小于 ００２，Ｒ２＞０８０。说明

ＡＲＭＡ模型数据填补效果较好。将填补后的不同县的数据通过 ＢＰ神经网络建立模型，描述了各县市单位面积化

肥用量和粮食产量的关联关系。实验表明，该方法拟合的均方误差小于 ０１２，Ｒ２＞０８０，说明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

准确度较高的拟合方法。通过分析各县拟合结果，表明化肥用量有阈值，化肥用量低于该阈值，粮食产量将会较快

速增长，高于该阈值，粮食产量将不再增长，过多的施用化肥并不能取得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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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紧张，化肥的施用量

呈增加趋势。一方面，化肥的施用对粮食增产增

收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何合理

地施用化肥，使其最大程度地促进粮食增产，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研

究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关系，成为解决上述

问题的前提。

关于化肥施用量和粮食产量的关系，一种方

法是对宏观数据做分析，房丽萍等
［１］
采用主成分

回归分析、陈建梅等
［２－４］

采用 Ｃ Ｄ生产函数分
析，发现化肥施用量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

张利庠等
［５］
采用双对数模型对 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的

化肥施用量和粮食产量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王祖力等
［６］
对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化肥施用对粮食产

量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化肥的施用

是所有投入要素中贡献最大的一项。彭琳
［７］
发现

化肥施用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平均为 ４６４３％。
郎贵飞等

［８］
进行分析，得到我国粮食产量和化肥

施用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化肥施用量

的增加促进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提高。但上述研究

均将重点放在证明化肥对粮食产量的重要性上，

并未量化考察化肥用量和粮食产量间的相关性，

难以指导科学施肥。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小范围实

验的方式确定两者关系，ＯＬＡＮＩＹＩ等［９］
在拉科克

科技大学教学与研究农场，设计几组对照实验，得

到最大的苋菜产量对应的化肥施用量。ＨＯＯＰＥＲ
等

［１０］
在两个地区两个季节进行了针对特定生长阶

段的氮肥施用和所有季节施用同一化肥的对照实

验，发现在特定生长阶段的氮肥施用可以提高旱

地小麦的粮食产量，谷粒蛋白质浓度和氮利用效

率。陈金等
［１１］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生长季节进行了田间试验，比较秸秆还田加氮肥

和仅施用氮肥对小麦产量和氮肥利用效率的影

响，发现秸秆还田处理的谷物产量很高。ＪＩＡＮＧ
等

［１２］
发现叶面喷施和土壤施用硒，可提高荞麦籽

粒产量。ＥＦＲＥＴＵＥＩ等［１３］
研究了施用氮肥的开始

时间对冬小麦产量的氮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周萍

萍等
［１４］
探讨了播种日期，播种率和化肥施用量对

燕麦产量的影响。李敏等
［１５］
通过开展夏玉米田间

实验，研究了稳定氮肥施用量对夏玉米产量和氮

积累，氮肥使用效率的影响。余庆福等
［１６］
研究了

小麦生长季氮肥施用量对后续直播稻的生长、籽

粒产量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并确定了推荐的氮

肥施用量。上述研究对单一肥种对单一农产品的

影响研究较为深入，但受到实验地域范围较小的

影响，不能很好地揭示肥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普遍

联系。

本文基于太湖流域施肥量与粮食产量的宏观数

据，运用 ＡＲＭＡ模型填补缺失值，采用 ＢＰ神经网
络，探究施肥量和粮食产量的关系。旨在揭示普遍

情况下施肥条件与作物产量的关系规律，指导科学

用肥。

１　数据获取与处理

１１　基础数据获取
太湖流域曾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自 １９８０年

以来产量和化肥施用量数据变化较大，各层次数据

齐全，挖掘两个量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典型意义，能

够揭示化肥用量和粮食产量间的普遍关系。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太湖流域经济飞速发展，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１９８５年以来，在城市化
推进及阶段性粮食生产政策的影响下太湖流域粮食

总产呈下降趋势，年产量由１０８３４万ｔ减少到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９８２万 ｔ，减少了 ３５５％，占全国比重也由
２９％减少到１３％［１７］

。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从

精耕细作到简化作业，施肥从有机无机肥结合到仅

施用化肥。太湖流域农户施肥量偏高，远超过国内

施肥的平均水平，对太湖水污染影响深远
［１８］
。

选取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太湖流域江阴、宜兴、常州、
溧阳、金坛、苏州、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镇江、余

杭、平湖、桐乡、德清、安吉等 １６个县市的共 ３７７条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数据和对应的３５８条单位面积施
肥数据，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

年鉴》，部分数据由江苏省农业厅提供。

１２　基于 ＡＲＭＡ模型的数据填补
１２１　ＡＲＭＡ模型

获取的数据存在缺失值，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

单位面积施肥数据分别应有数据 ４００项，分别缺失
５７５％和 １０５０％，因此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两
类数据进行填补。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Ａｕ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ＲＭＡ）是目前
最为常用的研究时间序列模型，有较精确的谱估计

及较优良的谱分辨率性能。因此，本文采用 ＡＲＭＡ
模型进行预测来填充缺失值。

如果一个系统在时刻 ｔ的响应 Ｘｔ不仅与它以
前时刻 ｔ－１，ｔ－２，…，ｔ－ｐ的响应 Ｘｔ－１，Ｘｔ－２，…，
Ｘｔ－ｐ有直接关系，而且还与以前时刻 ｔ－１，ｔ－２，…，
ｔ－ｑ进入系统的扰动 εｔ－１，εｔ－２，…，εｔ－ｑ存在一定的
相关关系，那么此类系统为 ＡＲＭＡ模型，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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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ｔ＝０＋１Ｘｔ－１＋…＋ｐＸｔ－ｐ＋εｔ－θ１εｔ－１－…－θｑεｔ－ｑ
　　　（ｐ≠０，θｑ≠０）

Ｅ（εｔ）＝０　Ｖａｒ（εｔ）＝σ
２
ε　Ｅ（εｔεｓ）＝０　（ｓ≠ｔ）

Ｅ（εｔＸｓ）＝０　（ｓ＜ｔ













）

（１）
式中　Ｘｔ———随机过程　　εｔ———白噪声过程

特别地，当 ０＝０时，称为中心化 ＡＲＭＡ（ｐ，ｑ）
模型，引进延迟算子 ｂ，记为

φ（ｂ）Ｘｔ＝Θ（ｂ）εｔ

φ（ｂ）＝１－φ１ｂ－φ２ｂ
２－… －φｐｂ

ｐ

Θ（ｂ）＝１－θ１ｂ－θ２ｂ
２－… －θｑｂ

{ ｑ

（２）

式中　φ（ｂ）———ｐ阶自回归系数多项式
Θ（ｂ）———ｑ阶滑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因此，在平稳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时，可先拟合一

个 ＡＲＭＡ（ｐ，ｑ）模型，然后根据其参数值 φ１，φ３，…，
φｐ和 θ１，θ３，…，θｑ是否显著为 ０寻找较为合理的模

型，再拟合相应模型检验其适应性
［１９］
。

需要对模型定阶，即确定 ｐ、ｑ的值。对于平稳
　　

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及偏自相关函数一般具有比较规

范的统计特征。对于单纯的自回归 ＡＲ模型和移动

平均 ＭＡ模型，可根据偏相关函数 ＰＡＣＦ和自相关

函数ＡＣＦ的截尾性来判定ｐ和ｑ。而对于ＡＲＭＡ模

型的 ＡＣＦ与 ＰＡＣＦ都具有拖尾性，所以通过 ＡＣＦ与

ＰＡＣＦ的统计特征并不能很好地给 ＡＲＭＡ模型定

阶。ＡＫＡＩＫＥ［２０］提出了 ＡＩＣ准则和 ＦＰＥ准则联合

定阶。选取不同的 ｐ、ｑ对时间序列进行拟合，计算

相应ＡＩＣ值、ＦＰＥ值，使其达到极小值的模型为最佳

模型。选定最佳 ｐ、ｑ后，计算模型残差，用来白噪声

检验，以检验模型是否适合。

以下采用江阴市粮食产量数据及溧阳市化肥使

用量对 ＡＲＭＡ模型进行训练，这 ２个县的数据较为

完整。图 １ａ、图 ２ａ反映了江阴市粮食产量时序变

化、溧阳市化肥施用量时序变化。由于 ＡＲＭＡ模型

输入的数据必须满足平稳性，首先对其进行了平稳

性检验；然后建立误差最小的 ＡＲＭＡ模型；最后得

到时序分析结果，并对其进行误差分析。

图 １　江阴市粮食产量时间序列及检验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ｏｆ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Ｃｉｔｙ
　

图 ２　溧阳市化肥施用量时间序列及检验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ｏｆ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ｉｎＬｉｙａｎｇＣｉｔｙ
　

１２２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如图１ｂ所示，对江阴市粮食产量取对数并进行

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单位根（ＡＤＦ）检验，
该差分后的序列为白噪声序列，即平稳序列。如

图１ｃ所示，通过２０阶运算自相关函数 ＡＣＦ和偏相
关函数 ＰＡＣＦ值均没有明显的截尾性，即具有拖尾

性。故可以选用 ＡＲＭＡ模型。
如图２ｂ所示，对溧阳市化肥施用量取对数并进

行差分处理，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 ＡＤＦ检验，该
差分后的序列为白噪声序列，是平稳序列。如图 ２ｃ
所示，通过 ２０阶运算自相关函数 ＡＣＦ和偏相关函
数 ＰＡＣＦ值，均没有明显的截尾性，即具有拖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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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以选用 ＡＲＭＡ模型。
１２３　ＡＲＭＡ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对于江阴市，在选择粮食产量模型时，通过比较

各个 ｐ、ｑ参数下的 ＡＲＭＡ模型，选择 ＡＩＣ和 ＦＰＥ最
小的 ＡＲＭＡ（２，６）模型

φ（ｂ）＝１－０１４７６ｂ－１－０８７５３ｂ－２

Θ（ｂ）＝１＋０７０４４ｂ－１－０２３３２ｂ－２－０１６０６ｂ－３－
０１９２ｂ－４＋００７９７９ｂ－５＋００４８６８ｂ－６ （３）
通过对江阴市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粮食产量进行建

模拟合，并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粮食产量进行预测，
预测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 ３　江阴市粮食产量通过 ＡＲＭＡ（２，６）预测值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ｂｙＡＲＭＡ（２，６）
　
对于溧阳市，在选择化肥施用量模型时，通过比

较各个 ｐ、ｑ参数下的 ＡＲＭＡ模型，选择 ＡＩＣ和 ＦＰＥ
最小的 ＡＲＭＡ（３，７）模型

φ（ｂ）＝１－１７２３ｂ－１＋１４２２ｂ－２－０３６７３ｂ－３

Θ（ｂ）＝１－１６８９ｂ－１＋１８８９ｂ－２－１３５９ｂ－３＋
１６０１ｂ－４－０７７６２ｂ－５－００１９４２ｂ－６＋０４４７１ｂ－７

（４）

图 ４　溧阳市化肥施用量通过 ＡＲＭＡ（３，７）预测值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ｉｎＬｉｙａｎｇＣｉｔｙ

ｂｙＡＲＭＡ（３，７）

通过对溧阳市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化肥施用量进行
建模拟合，并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化肥施用量进行预
测，预测结果如图４所示。

１２４　所有地区 ＡＲＭＡ模型拟合准确度
分别使用各城市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训练

ＡＲＭＡ（２，６）模型的误差如表１所示，使用单位面积
化肥施用量训练 ＡＲＭＡ（３，７）模型如表 ２所示。表
中 ＭＳＥ、ＲＭＳＥ、Ｒ２分别为均方误差、均方根误差及
决定系数。

表１　各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ＡＲＭＡ（２，６）模型预测误差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ＲＭＡ（２，６）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ｉｎ１６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ＭＳＥ ＲＭＳＥ Ｒ２

江阴 ００５４１ ０２３２６ ０９２６９
宜兴 ００８２１ ０２８６５ ０８８０７
常州 ００７７０ ０２７７５ ０９０４１
溧阳 ０１１０６ ０３３２６ ０９３１０
金坛 ０１２０２ ０３４６７ ０９１１９
苏州 ００４１９ ０２０４７ ０９５３４
常熟 ００７７９ ０２７９１ ０９１１３
张家港 ００６４５ ０２５４０ ０８６２５
昆山 ００４６４ ０２１５４ ０９４３５
太仓 ００９７２ ０３１１８ ０８５９１
镇江 ００６０２ ０２４５４ ０８８６１
余杭 ００５８３ ０２４１５ ０９２３２
平湖 ００７０５ ０２６５５ ０９１９２
桐乡 ００４４０ ０２０９８ ０９５９５
德清 ００８４３ ０２９０３ ０８９７４
安吉 ００５９２ ０２４３３ ０９３８３

表 ２　各地区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ＡＲＭＡ（３，７）模型

预测误差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ＲＭＡ（３，７）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ｉｎ１６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ＭＳＥ ＲＭＳＥ Ｒ２

江阴 ００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８９１０ ０８８３２

宜兴 ０００１４００ ００３７４１７ ０９０７０

常州 ０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４５８２６ ０８１０４

溧阳 ００００２２９ ００１５１２９ ０９１７８

金坛 ００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８４９８ ０９７５８

苏州 ００００５５７ ００２３６０６ ０９５０５

常熟 ０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４７１６ ０９６８３

张家港 ００００４１７ ００２０４２０ ０９０６７

昆山 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４４７２１ ０８７３６

太仓 ００００９２１ ００３０３４２ ０９２５３

镇江 ００００６４８ ００２５４４７ ０９３２８

余杭 ００００６４１ ００２５３２８ ０８３８４

平湖 ０００１２００ ００３４６４１ ０８８０９

桐乡 ００００３８０ ００１９４９５ ０８１９８

德清 ０００１４００ ００３７４１７ ０６５７７

安吉 ００１８２００ ０１３４９０７ ０６８８３

　　对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ＡＲＭＡ（２，６）模型预测
较为准确，均方误差 ＭＳＥ均在 ０２以下，拟合优度
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８５以上。这说明 ＡＲＭＡ（２，６）
模型对太湖流域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预测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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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能够用以填补缺失数据。

　　对于单位面积施肥量，ＡＲＭＡ（３，７）模型预测较
为准确，误差 ＭＳＥ均在 ００２以下，拟合优度决定系
数 Ｒ２大部分在 ０８０以上。这说明 ＡＲＭＡ（３，７）模
型对太湖流域单位面积施肥量的预测较为准确，能

够用以填补缺失数据。

２　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的粮食产量与化肥用
量相关性分析

　　本文收集的化肥用量及粮食产量数据，每个县市
有２５个数据，不足以覆盖所有对应情况，为了更好地
观察两者相关性规律，需要对两者关系进行拟合。

观察两者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尝试用 ６
阶多项式、滑动平均等进行拟合方法，拟合效果均不

理想。因此，采用 ＢＰ神经网络对该套数据进行拟
合。ＢＰ神经网络常被用于多输入多输出的数据挖
掘场景。它也是一种很好的非线性函数关系拟合

方法。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按照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训
练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ＢＰ网络在输入层与输出
层之间有若干隐藏层神经元，其状态的改变，能影响

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计算过程由正向计算过程

和反向计算过程组成。正向传播过程，输入模式从

输入层经隐单元层逐层处理，并转向输出层，每层神

经元的状态只影响下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如果在输

出层不能得到期望的输出，则转入反向传播，将误差

信号沿原来的连接通路返回，通过修改各神经元的

权值，使得误差信号最小。

２１　模型训练
经过模型优化，选择 １ １０ １３层结构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输入层节点个数为 １，对应输入化
肥用量；输出层节点个数为 １，对应输出粮食产量；
隐藏层神经元个数为 １０。隐藏层转移函数选择
ＴＡＮＳＩＧ正切型函数。输出层转移函数类型为
ＰＵＲＥＬＩＮ线性函数。

训练算法使用 ＬＭ算法，适应性学习函数使用
梯度下降反向传播学习规则 （ＬＥＡＲＮＧＤ）。以金坛
市的数据为例，ＢＰ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如图 ５所
示。迭代次数 Ｅｐｏｃｈ为 １８次，泛 化 能 力 检 查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ｃｋ为若连续 ６次训练误差不降反升，
则强行结束训练。从图 ５可以看到，通过 １２次迭
代，ＭＳＥ仅为 ００４７５，说明训练的效果较好，之后
６次迭代不降反升，故可认为此模型误差已达到最低。

训练后的模型的评估函数如图 ６所示，预测点
和真实点均基本靠近１∶１曲线，Ｒ达到０９５６２，说明
拟合较为准确。

图 ５　ＢＰ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图 ６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训练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２２　所有地区 ＢＰ神经网络拟合准确度

利用１６个县市的数据进行训练，误差如表 ３所
示。除了少量城市误差较为明显外，其余多数城市

化肥施用量和粮食产量的相关性均能由神经网络较

表 ３　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对各地区粮食产量与

施肥量关系拟合的误差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ａｒｅａ

地区 ＭＳＥ ＲＭＳＥ Ｒ２

江阴 ００３６００９５ ０１８９７６１７ ０９１１５９０

宜兴 ００２９００８４ ０１７０３１８５ ０９１１１７９

常州 ００３３１９８８ ０１８２２０５３ ０８９９６６９

溧阳 ００８４５６２１ ０２９１８９３８ ０９１２９５２

金坛 ００４７５３１２ ００６２９４７３ ０９１４３１８

苏州 ００１０５１３６ ０１０２５３５８ ０９８５５８３

常熟 ００３８４１２５ ０１９５９９１０ ０９２７６５５

张家港 ００３５３４６０ ０１８８００５３ ０９４８１３０

昆山 ０００７２５４０ ００８５２０２０ ０９６７７７４

太仓 ００１８５５８３ ００７５０３６９ ０９８６７８３

镇江 ００１１３５２５ ０１０６５４８１ ０８７２３２３

余杭 ００２７１５３８ ０１６４７８４１ ０９０６７７３

平湖 ０００８３８４６ ００９１５６７６ ０９８８００９

桐乡 ００１９１０６２ ０１３８２２５２ ０９９２６６９

德清 ０１１５７３２２ ０３４０１９４１ ０８９２９８８

安吉 ００９３１０６２ ０３０５１３３１ ０８１８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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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拟合。均方误差 ＭＳＥ均在 ０１２以下，拟合优度
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８０以上。说明 ＢＰ神经网络对
于这种非线性相关性拟合效果非常显著。

２３　相关性分析结果讨论
图７为通过２５ａ点数据的训练和拟合，ＢＰ神经

网络模型所预测的单位面积化肥用量和粮食产量的

相关性曲线。对于金坛市，化肥用量从 ０１５ｔ增至
０４０ｔ（最大监测值为 ０５４ｔ），粮食产量提高 ６６％。
但受到土地等因素的制约，化肥用量超过０４０ｔ后，
粮食产量不再显著提高。对于桐乡市，化肥用量从

图 ７　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拟合的粮食产量与化肥

用量相关性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ｉｔｙ
　

０１５ｔ增至０２２ｔ（最大监测值为０３９ｔ），粮食产量
提高近 １００％。但化肥用量超过 ０２２ｔ后，粮食产
量反倒有明显的下降。

分析其他县市相关性曲线，均呈现上述规律。

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大，开始阶段，粮食产量呈上升趋

势，增产效果明显；达到一定阈值后，产量将趋于平

稳，甚至出现减产。

３　结论

（１）选取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太湖流域 １６个县市
共３７７条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数据和对应的 ３５８条单
位面积施肥数据。经过检验，数据的 ＡＣＦ与 ＰＡＣＦ
都具有拖尾性，故采用 ＡＲＭＡ模型对缺失数据进行
了较准确的填补。对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选取

ＡＲＭＡ（２，６）模型填补较为准确，均方误差 ＭＳＥ均
在０２以下，拟合优度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８５以上。
对于单位面积施肥量，ＡＲＭＡ（３，７）模型填补较为准
确，误差 ＭＳＥ均在００２以下，拟合优度决定系数 Ｒ２

均在０８０以上。说明 ＡＲＭＡ模型可以较好地对粮
食产量和化肥用量数据进行填补。

（２）探寻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施肥数量的关
联关系。由于数据波动性较大，因此采用 ＢＰ神经
网络进行拟合。经过模型优化，选择 １ １０ １３层
结构的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经过训练，均方误差
ＭＳＥ均在 ０１２以下，拟合优度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８０以上。说明神经网络能够较准确地表示两者
的关联关系。

（３）通过数据拟合可以发现化肥施用量与粮食
产量关联关系存在较为普遍的规律。化肥的施用量

并非越多越好，化肥在一定范围内施用，能够明显地

提高产量，与产量呈现强正相关关系。但超过一定

阈值后，不但不能帮助增产，而且有可能会造成减

产，因此，不宜施用过多的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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