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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糯玉米 冬小麦田间喷灌试验不同处理结果，利用独立的自动参数估计软件 ＰＥＳＴ对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进行

参数优化，并分析了 ２４个模型参数的综合敏感度。通过控制不同观测变量（土壤含水率、土壤氮素含量、作物叶面

积指数、产量）模拟差异函数值在目标函数中的比重，优化目标方程，确定模型参数，并用田间试验数据对模型进行

验证。结果表明，在不同观测变量的模拟差异函数值最接近条件下，冬小麦出叶间隔特性参数、冬小麦春化作用敏

感特性参数及糯玉米出叶间隔特性参数等 ３个参数对模型整体模拟效果影响最大。相比试错法而言，基于 ＰＥＳＴ

优化的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模拟糯玉米 冬小麦轮作系统中水分、氮素及作物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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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水 氮 作物生产模型使用过程中，一般需

要较多的输入参数，但这些参数由于土壤和作物参

数本身的时空变异性再加上不同研究情况和不同背

景下的测量值及率定后的模拟值有较多的随机性及

差异，都给模型的模拟结果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１－２］

。

ＲＺＷＱＭ２（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模型已被
广泛应用于刻画土壤水文循环过程，评价不同气候

及土壤条件下农业管理实践对作物生产的影

响
［３－６］

。然而，传统的参数试错法依赖于模型使用

者的专业知识及经验，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达到

满意的模拟效果，同时所估计的模型输入参数在系

统性、可重复性方面也存在不足
［４］
。近年来，参数

自动率定方法，如 ＰＥＳＴ在地下水运动模型、水文模
型等

［７－１２］
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系统、自

动的参数估计方法
［１３］
。Ｉｓｋｒａ等［１４］

将 ＰＥＳＴ与 ＳＣＥ
ＵＡ（Ｓｈｕｆｆｌ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ｔ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ｉｚｏｎａ）以及 ＲＳＭ（Ｒａｎｄ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方法应用于流域水文模型 ＨＳＰ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ｒａｎ）的参数优化
中，认为 ＰＥＳＴ软件采用的 Ｇａｕｓｓ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算法的优化速度很快，只要初始参数选择
合适，且优化过程中剔除不敏感参数，其优化结果与

ＳＣＥＵＡ算法一样良好。Ｎｏｌａｎ等［１５］
首次将自动参

数估计软件 ＰＥＳＴ应用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的率定，估
计了非饱和带中土壤水分、氮素运移参数，并推导氮

素质量平衡过程。Ｆａｎｇ等［４］
利用 ＰＥＳＴ与拉丁超立

方体抽样法（Ｌａｔｉｎ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ＨＳ）率定了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中的土壤水利参数，并分析休耕条件
下土壤水分动态情况。房全孝

［１６］
分析了 ＲＺＷＱＭ２

模型参数优化不确定性的来源，并对模型中土壤参

数和作物遗传参数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 ＰＥＳＴ优
化模拟结果较传统试错法更准确、高效。朱国威

等
［１７］
、张芊等

［１８］
采 用单参数灵敏度分析法对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参数敏感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模型在
新乡及禹城试验站的应用进行了参数标定。综上所

述，ＰＥＳＴ用于优化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中参数有着明显
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同时优化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中
土壤水分、营养、作物遗传参数，并同时分析它们相

对敏感性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利用自动优化程序

ＰＥＳＴ分析 ３类（土壤水分、营养、作物遗传）共计
２４个模型输入参数的相对综合敏感性，并估计它们
的数值，验证模型参数优化结果的准确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田间试验
本文所用田间试验数据来源于糯玉米 冬小麦

田间喷灌试验，该试验在北京市大兴区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试验站（北纬



３９°４８′，东经１１６°２８′，海拔高度３１３ｍ）进行。糯玉
米为“中糯 １号”，２００３年 ６月 １８日播种，２００３年
９月１２日收获，播种密度 ５５５×１０４株／ｈｍ２，行距
６０ｃｍ，株距 ３０ｃｍ；冬小麦品种为“９５０８”，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８日播种，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３日收获，播种密度为
２５０×１０６株／ｈｍ２，行距 ３０ｃｍ。本研究田间试验对
糯玉米和冬小麦分别考虑了喷灌均匀系数（通过选

择不同喷头工作压力获得）和喷灌施肥量（氮肥）

２个试验因素，设 ３个处理（以下记为东、中、西处
理），每个处理３６个重复。糯玉米田间试验只涉及
喷头工作压力变化，东处理为 ０３０ＭＰａ，喷灌均匀
系数平均值为 ８２％；中处理 ０２０ＭＰａ，喷灌均匀系
数平均值为７６％；西处理为 ０１５ＭＰａ，喷灌均匀系
数平均值为 ７０％。冬小麦田间试验只涉及喷灌施

肥量变化，各处理喷头工作压力为 ０３０ＭＰａ，东处
理生育期内总施氮量为 ２９２５ｋｇ／ｈｍ２；中处理为
２３２５ｋｇ／ｈｍ２；西处理为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作物生育
期内各处理的灌水日期、水氮施用量，如表 １所示。
选用 ＬＥＧＯ公司生产的喷头，０３ＭＰａ压力下出水
量为０８ｍ３／ｈ，安装在处理小区四角，每个处理的喷
头布置、喷头类型均相同，尺寸均为 １５ｍ×１５ｍ。
试验区域内的土壤主要为砂壤土和粉壤土。该处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基本物理性质（土壤容重、砂粒含量
（粒径 ００５～２ｍｍ）、粉粒含量 （粒径 ０００２～
００５ｍｍ）、粘粒含量（粒径小于０００２ｍｍ））见表２。
具体糯玉米 冬小麦田间试验布置及设计方案参见

文献［１９］。

表 １　糯玉米、冬小麦生育期内不同处理灌水日期及水氮施用量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作物 灌水日期
东处理 中处理 西处理

灌水量／ｃｍ 施肥量／（ｋｇ·ｈｍ－２） 灌水量／ｃｍ 施肥量／（ｋｇ·ｈｍ－２） 灌水量／ｃｍ 施肥量／（ｋｇ·ｈｍ－２）

２００３ ０７ １６ ４２ ８３ ４０ ８３ ４０ ８３

糯玉米
２００３ ０７ ３０ ４１ １０６ ４６ １０６ ４２ １０６

２００３ ０８ １２ ４１ ４３ ４１

２００３ ０８ ２６ ５１ ５６ ５１

２００３ １０ ０６（底肥）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２００４ ０３ ２４ ２８ ７５ ２９ ４５ ３０

冬小麦
２００４ ０４ ０３ １９ １９ ２０

２００４ ０４ １９ ５０ ６０ ５０ ４５ ４７

２００４ ０５ １３ ６０ ４５ ５８ ３０ ６６

２００４ ０６ ０３ ４８ ５１ ４７

表 ２　试验区土壤物理性质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处理
深度

／ｃｍ

质量分数／％

砂粒 粉粒 粘粒

容重

／（ｇ·ｃｍ－３）

０～２０ ３６７３ ６３０２ ０２５ １４０４

东 ２０～４０ ３９９１ ６００２ ００７ １６６１

４０～１００ ６０７ ３９１４ ０１６ １１７８

０～２０ ４０４２ ５９４２ ０１６ １６４９

中 ２０～４０ ３４１５ ６５７ ０１５ １５２７

４０～１００ ５９０９ ４０６７ ０２４ １１９５

０～２０ ４５０１ ５４８３ ０１６ １６４５

西 ２０～４０ ３５３６ ６４４７ ０１７ １５６４

４０～１００ ２６４２ ７３５５ ００３ １５６９

　　本文中田间试验东处理数据用于 ＲＺＷＱＭ２模
型率定过程，中、西处理数据用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验
证过程。由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并不能直接设定喷灌
均匀系数或喷头工作压力，而喷头工作压力对喷头

出水量有直接影响，因此，在模型模拟过程中仅能以

田间喷灌实际平均灌水量简化处理来代替糯玉米田

间试验中不同处理变化情况。

本文中涉及的观测变量有土壤体积含水率、土

壤硝态氮含量、作物叶面积指数、作物产量共 ４类。
土壤体积含水率用 ＴＤＲ和中子仪监测，正常情况下
每周测一次，灌水前后 １ｄ左右各加测一次。土壤
硝态氮含量在每次灌水后２ｄ左右，以每２０ｃｍ为一
层用土钻分层取１００ｃｍ土层内土壤，取回土样风干
后用流动分析仪 ＡＡ３测定土壤中硝态氮含量。作
物叶面积指数每１０ｄ左右测一次，糯玉米生育期内
每个处理取３个点，每点 ５株玉米分别测量后取平
均值，冬小麦生育期内每个处理沿一垄取 １０ｃｍ冬
小麦测叶面积指数后取平均值。作物收获时，将试

验处理１５ｍ×１５ｍ的田块分成２５ｍ×２５ｍ网格。
糯玉米生育期内在每个网格中心取６株糯玉米进行
考种测产，冬小麦生育期内在每网格中心取 ３行
６０ｃｍ（取样面积０５４ｍ２）的冬小麦进行考种测产。
１２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了 ＤＳＳＡＴ４０作物生长模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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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ＲＺＷＱＭ模型（ＲＺＷＱＭ２）。ＲＺＷＱＭ２模型是一
个基于过程的农业系统模拟模型，它包括的生物、物

理、化学过程可用来预测水力及化学响应并评价农

业管理对作物产量及土壤水质的影响
［２１］
。模型中

需要气象、降雨、积雪层等气象条件来计算土壤温

度、潜在蒸发，进而模拟土壤水分动态。ＲＺＷＱＭ２
模型的基础为土壤水分平衡模型。模型中的物理模

块用 Ｇｒｅｅｎ Ａｍｐｔ方程［２２］
描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

Ｂｒｏｏｋｓ Ｃｏｒｅｙ（ＢＣ）方程［２３］
描述土壤水分特征曲

线；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方程［２４］
描述分层土壤间土壤水分重分

布情况。模型用扩展的双层潜在蒸腾模型来模拟作

物残茬和风影响下的作物蒸发。模型中营养模块所

用的有机物／氮循环营养物子模型（ＯＭＮＩ）包括的
８个营养库，可以模拟所有的主要氮去向（矿化、硝
化、氨蒸发、尿素水解、甲烷产生、二氧化碳产生、微

生物生长及死亡）
［２１］
。在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中，作物生

长模型可选择 ＤＳＳＡＴ４０模型中的 ＣＥＲＥＳＭａｉｚｅ［２５］

及 ＣＥＲＥＳＷｈｅａｔ［２６］来分别模拟玉米及小麦生长。
ＣＥＲＥＳ系列模型以天为时间步长模拟作物产量、叶
片数、作物物候期及形态生长，作物遗传参数个数及

数值因作物品种不同而变化。

１３　ＰＥＳＴ软件参数优化算法及敏感性
１３１　ＰＥＳＴ软件参数优化算法

Ｐ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７］是与模型
相互独立的不确定性分析和参数估计的综合软件，不

需要对模型本身进行任何修改。ＰＥＳＴ通过多次不断
调整模型参数使模型输出与相应实测值差异达到最

小。ＰＥＳＴ模型采用梯度下降法与高斯牛顿法结合的
非线性 Ｇａｕｓｓ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算法，同时具备
高斯牛顿法的快速收敛性，又具备梯度下降法的全局

搜索性
［２８－２９］

。它能够朝着目标函数有效而更快的收

敛，估计参数时所用模型运行次数比其他算法更少
［３０］
。

ＰＥＳＴ算法核心是对目标函数求解最小值，目标方程为
基于模型参数某一输出变量的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的

带权重最小二乘差异函数ψ（Ｆ），其公式为
ψ（Ｆ）＝ψｓｍ＋ψｓｎ＋ψＬＡＩ＋ψＹ＝

∑
ｍ１

ｉ＝１
ｗ２ｓｍ，ｉ（Ｏｓｍ，ｉ－Ｐｓｍ，ｉ）

２＋∑
ｍ２

ｉ＝１
ｗ２ｓｎ，ｉ（Ｏｓｎ，ｉ－Ｐｓｎ，ｉ）

２＋

∑
ｍ３

ｉ＝１
ｗ２ＬＡＩ，ｉ（ＯＬＡＩ，ｉ－ＰＬＡＩ，ｉ）

２＋∑
ｍ４

ｉ＝１
ｗ２Ｙ，ｉ（ＯＹ，ｉ－ＰＹ，ｉ）

２

（１）
式中　ψ（Ｆ）———基于参数组 Ｆ的目标函数

Ｏ———观测值　　Ｐ———模拟值
ｗ———观测值的权重系数　　ｉ———时刻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观测个数
Ｙ———作物产量

下标 ｓｍ表示土壤体积含水率，ｓｎ表示土壤硝态氮
含量，ＬＡＩ表示作物叶面积指数。
１３２　参数敏感分析

ＰＥＳＴ参数敏感分析中，本文采用参数相对综合
敏感度

［２７］
来分析参数的敏感性及优化难易程度，计

算公式为

Ｉｊ＝｜ｓｊｐｊ｜ （２）
式中　ｓｊ———第 ｊ个参数的综合敏感度

ｐｊ———第 ｊ个参数值

ｓｊ计算方法为
［２７］

ｓｊ＝（Ｊ
ＴＱＪ）

１
２
ｊｊ／ｍ （３）

式中　Ｊ———ｍ行 ｎ列的雅可比矩阵
ｍ———权重值非零的观测值个数
ｎ———待估计参数的个数
Ｑ———基于观测值权重的协因子对角矩阵

在参数估计过程中，综合敏感度是由所有观测

数据得到的。若某一参数的综合敏感度较大，说明

此参数在整个优化过程中比较容易被优化，且对输

出结果有较大影响；综合敏感度较小时，说明对于现

有的观测数据，该参数比较难或者不可能被正确优

化。若某一参数小于 １且参数估计时经过对数变
换，综合敏感度按照参数的对数值进行相关计算，则

综合敏感度可能为负值，参数相对综合敏感度始终

为正值，且与该参数变化辐度正相关。因此，参数相

对综合敏感性更有利于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级参数

间的敏感性对比，可用于表征基于某一参数值变化

时引起的模型预测结果的综合变化
［２７］
。

１３３　ＲＺＷＱＭ２参数估计方案
应用 ＰＥＳＴ软件对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参数估计的

主要步骤如下：

（１）确定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要估计的输入参数、各
参数的取值范围、初始值，以及与实际观测值对应的

模型输出响应变量，如表３所示。
（２）本文中待优化参数的选择及其取值范围参

考实测数据及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ＣＥＲＥＳＭａｉｚｅ／Ｗｈｅａｔ
模型的相关文献研究结果。由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实测数据的缺乏，对本次试验水分运动参数进行优

化时，采用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提供的最少水分运动参数
输入选项，即各层土壤的饱和导水率和００１ＭＰａ吸
力下的土壤含水率（田间持水量 Ｑｆ）。ＰＥＳＴ模型优
化的初始值使用作者采用试错法确定的模型参数。

输入变量的选择与实际观测组对应。

（３）建立 ＰＥＳＴ软件运行所需的临时文件（．
ＴＰＬ：标识模型输入参数）、指令文件（．ＩＮＳ：标识
观测数据）、控制文件（．ＰＳＴ：控制并调用临时文
件和指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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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根据 ＰＥＳＴ软件包中 ＰＡＲ２ＰＡＲ模块应用
要求，建立该模块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输入文件对应的
临时文件（．ＴＰＬ）、输入文件（．ＩＮ），以实现
ＰＥＳＴ软件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之间的数据交换。

（５）在 ＤＯＳ窗口下，执行控制文件（．ＰＳＴ），
计算机根据控制文件中使用者给定的路径地址自动

调用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程序。ＰＥＳＴ优化时，先设定优
化１次，根据不同类型观测变量的 ψ值大小，通过
调整权重系数 ｗ，使 ４类观测变量模拟差异函数值
ψｓｍ、ψｓｎ、ψＬＡＩ、ψＹ最接近，以同时获得较好的土壤水
分、土壤氮素和作物叶面积、产量模拟结果。不同变

量模拟差异比例失衡，可能引起部分参数的过度优

化，造成某一观测组模拟误差增加，模型整体模拟效

果变低
［１６］
，因此，本文所指的模型整体模拟效果指

各变量差异函数值最接近时的模拟效果。

（６）优化过程中设优化次数为 １０次，运行
ＰＥＳＴ软件，共调用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 ２０９１次，得到最
终模型率定结果。根据参数率定结果，分别用田间

试验的中、西处理对模型进行验证。

１４　模型参数优化结果评价
本研究通过计算模型模拟结果与实测值间的标

准方差、偏差两个指标，来评价参数优化结果。

表 ３　ＰＥＳＴ优化的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输入参数及其校正范围

Ｔａｂ．３　Ｉｎｐ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Ｐ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输入参数类型 参数　　　 定义　　　　 取值范围 初始值 优化结果

Ｋ１／（ｃｍ·ｈ
－１） ０～２０ｃｍ饱和导水率 ０１～１０ １６５０ ０９９８５

Ｋ２／（ｃｍ·ｈ
－１） ２０～４０ｃｍ饱和导水率 ０１～１０ １２２０ １５９６９

水利参数
Ｋ３／（ｃｍ·ｈ

－１） ４０～１００ｃｍ饱和导水率 ０１～１０ ０７５０ ０１０００

Ｑ１／（ｃｍ
３·ｃｍ－３） ０～２０ｃｍ田间含水率 ０１５～０４ ０２５５ ０２９８３

Ｑ２／（ｃｍ
３·ｃｍ－３） ２０～４０ｃｍ田间含水率 ０１５～０４ ０２８０ ０３３７１

Ｑ３／（ｃｍ
３·ｃｍ－３） ４０～１００ｃｍ田间含水率 ０１５～０４ ０２９０ ０４０００

ＡＮＩＴ／（ｓ·ｄ） 硝化系数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８ ３００×１０－８ １７３×１０－８

ＡＤＥＮ／（ｓ·ｄ） 反硝化系数 １０×１０－１４～１０×１０－１２ １００×１０－１３ ４４９×１０－１３

营养参数 ＡＨＹＤ／（ｓ·ｄ） 尿素水解系数 ２５×１０－５～２５×１０－３ ２６４×１０－３ ２６４×１０－３

Ｋｄｎｅｔ／（ｓ·ｄ） 异养生物死亡率系数 ５０×１０－３６～５０×１０－３４ ２７６×１０－３４ ５００×１０－３５

Ｋｄｄｅｎ／（ｓ·ｄ） 异养生物死亡率系数（反硝化菌） ３４×１０－３４－３４×１０－３２ ２５２×１０－３２ ３４０×１０－３２

Ｐ１Ｍ／（℃·ｄ） 玉米幼苗生长期内８℃以上积温 １５０～２９０ １８３ １５０

Ｐ２Ｍ／（ｄ·ｈｒ
－１） 玉米光周期敏感特性参数 ０２～０８ ０５５ ０２０

糯玉米遗传参数
Ｐ５Ｍ／（℃·ｄ） 玉米灌浆期内８℃以上积温 ６００～９００ ６２０ ９００

Ｇ２Ｍ／粒 玉米单株最大穗粒数 ５００～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５０７４

Ｇ３Ｍ／（ｍｇ·ｄ） 玉米潜在灌浆速率 ６～１２ ９９５ １２００

ＰＨＭ／（℃·ｄ） 玉米出叶间隔特性参数 ３５～６０ ４５ ４８

Ｐ１ＶＷ／ｄ 小麦春化作用敏感特性参数 ２０～６０ ４０ ６０

Ｐ１ＤＷ／％ 小麦光周期敏感特性参数 ３０～９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１３

冬小麦遗传参数
Ｐ５Ｗ／（℃·ｄ） 小麦灌浆期特性参数 ３１０～６７０ ５３００ ６１１７

Ｇ１Ｗ／（粒·ｇ
－１） 小麦单位质量籽粒数 １５～４２ ２６５ １５０

Ｇ２Ｗ／ｍｇ 小麦适宜条件下标准籽粒质量 ２０～５５ ２７ ５５

Ｇ３Ｗ／ｍｇ 小麦无协迫条件下成熟期单茎穗质量 ０７～２ １５０００ ０７８２３

ＰＨＷ／（℃·ｄ） 小麦出叶间隔特性参数 ６５～９５ ９５００ ８８７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输入参数敏感性分析
图１为 ＰＥＳＴ软件计算各输入参数的相对综合

敏感度 Ｉ，参数敏感分析结果表明作物遗传参数的
Ｉ值总体远大于水分运动参数，土壤的营养模块参
数 Ｉ数量级较小，认为在各观测组间模拟差异函数
值最接近时不容易得到正确优化。对于土壤水分运

动参数，田间持水量对整体模拟结果的影响大于饱

和导水率，这与朱国威等
［１７］
、张芊等

［１８］
的研究结果

相吻合。糯玉米遗传参数中出叶间隔特性参数与灌

浆期特性参数的相对综合敏感度较高；冬小麦遗传参

数中出叶间隔特性参数、春化作用特性、灌浆期特性及

光周期敏感系数对模型整体模拟效果（各观测变量模

拟差异函数值最接近时目标方程的ψ值）影响较大。
２２　模型的率定及验证
２２１　土壤含水率、硝态氮含量

模型率定后，糯玉米、冬小麦全生育期内土壤含

水率、硝态氮含量的模拟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土壤
含水率和硝态氮含量的标准差、偏差均是根据多次

观测结果计算而得，每次观测结果为一次观测中各

重复的平均值。与试错法模拟结果比较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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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各输入参数相对综合敏感度

Ｆｉｇ．１　Ｉ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ｐｕ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
　
ＰＥＳＴ率定后东处理的土壤含水率及土壤硝态氮含量
的模拟值与实测值误差均小于试错法，模拟精度更

高，优化所得的参数可靠。ＰＥＳＴ优化的土壤含水率
在０～１００ｃｍ间模拟结果较好，偏差均小于１０％。标
准差最大值为００５，发生在４０～６０ｃｍ处；最小值为
　　　

００３，发生在２０～４０ｃｍ及８０～１００ｃｍ处。ＰＥＳＴ优
化的土壤硝态氮含量在 ２０～４０ｃｍ、６０～１００ｃｍ模
拟结果较其他层好，偏差均小于 １０％，精度好于试
错法结果。偏差最小值仅为 ００４％，发生在 ６０～
８０ｃｍ处。

表 ４　ＲＺＷＱＭ２模拟糯玉米 冬小麦轮作条件下全生育期内土壤各层含水率、硝态氮含量的率定和验证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ＷＣ）ａｎｄ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Ｉ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观测变量 深度

东处理（率定） 中处理（验证） 西处理（验证）

试错法 ＰＥＳＴ优化 ＰＥＳＴ优化 ＰＥＳＴ优化

标准差 偏差／％ 标准差 偏差／％ 标准差 偏差／％ 标准差 偏差／％

０～２０ｃｍ ００６ｃｍ３／ｃｍ３ －３５１ ００４ｃｍ３／ｃｍ３ －１５１ ００７ｃｍ３／ｃｍ３ －１８１ ０１４ｃｍ３／ｃｍ３ －００１

２０～４０ｃｍ ００５ｃｍ３／ｃｍ３ １８９ ００３ｃｍ３／ｃｍ３ ０８７ ０１１ｃｍ３／ｃｍ３ －１０４４ ００８ｃｍ３／ｃｍ３ －１１６６

土壤含水率 ４０～６０ｃｍ ００７ｃｍ３／ｃｍ３ １６９４ ００５ｃｍ３／ｃｍ３ ８９５ ０１４ｃｍ３／ｃｍ３ １１７７ ００７ｃｍ３／ｃｍ３ １４４６

６０～８０ｃｍ ００６ｃｍ３／ｃｍ３ １８０４ ００４ｃｍ３／ｃｍ３ ８１０ ０１５ｃｍ３／ｃｍ３ １４４３ ００５ｃｍ３／ｃｍ３ １３４５

８０～１００ｃｍ ００５ｃｍ３／ｃｍ３ １５４９ ００３ｃｍ３／ｃｍ３ ７５１ ０１４ｃｍ３／ｃｍ３ １３８９ ００２ｃｍ３／ｃｍ３ １９２

平均值 ００６ｃｍ３／ｃｍ３ ９７７ ００４ｃｍ３／ｃｍ３ ４７８ ０１２ｃｍ３／ｃｍ３ ６３７ ００７ｃｍ３／ｃｍ３ ３６３

０～２０ｃｍ ２５０３ｍｇ／ｋｇ ２３２８ ２０５７ｍｇ／ｋｇ １３４７ １３９３ｍｇ／ｋｇ １１８８ １３４７ｍｇ／ｋｇ １０３１

２０～４０ｃｍ ２５７７ｍｇ／ｋｇ １５６２ ２５２６ｍｇ／ｋｇ ７８１ １１４９ｍｇ／ｋｇ －４００ ９４２ｍｇ／ｋｇ －１０７０

硝态氮含量 ４０～６０ｃｍ ２２６０ｍｇ／ｋｇ －２４３２ ２０９８ｍｇ／ｋｇ －２０４８ １５５２ｍｇ／ｋｇ ０９０ １６２９ｍｇ／ｋｇ －２１５０

６０～８０ｃｍ １５５５ｍｇ／ｋｇ －１２２ １５０８ｍｇ／ｋｇ ００４ ７３１ｍｇ／ｋｇ ４２３ １６７４ｍｇ／ｋｇ －２８４１

８０～１００ｃｍ １５５１ｍｇ／ｋｇ ３２９ １５０１ｍｇ／ｋｇ ２５６ ７７９ｍｇ／ｋｇ －１９１ １９４３ｍｇ／ｋｇ －２４２４

平均值 ２０８９ｍｇ／ｋｇ ３３３ １９３８ｍｇ／ｋｇ ０６８ １１２１ｍｇ／ｋｇ ２２２ １５０７ｍｇ／ｋｇ －１４９１

　　在模型验证中，中、西处理土壤含水率的模拟结
果较东处理略差，中处理标准差最大值为 ０１５，西
处理标准差最大值为０１４，土壤含水率的偏差与东
处理水平相当。中处理０～１００ｃｍ深度内土壤含水
率模拟结果的标准差、偏差的平均值均大于西处理。

中、西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较东处理标准差小，但偏

差略大。这可能是由于个别点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偏

差较大，模型未能精确地模拟实测值中的峰值。西

处理硝态氮含量在 ２０～１００ｃｍ内偏差均小于
－１０％，说明模型对于西处理硝态氮含量可能产生
过高估计。中处理０～１００ｃｍ深度内土壤硝态氮含
量模拟结果的标准差、偏差的平均值均小于西处理。

２２２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贮水量动态变化
图２为０～１００ｃｍ土壤贮水量动态变化的东处

理率定结果及中、西处理验证结果比较。从图中可

以看出，对于东处理的率定结果，试错法与 ＰＥＳＴ优
化的模拟结果均反映了实测值的变化趋势，糯玉米

种植期间两种方法土壤贮水量模拟结果相近。

ＰＥＳＴ优化对冬小麦种植期间土壤贮水量估计过低，
与试错法相比更接近实测值。中处理的土壤贮水量

验证结果较西处理较差，但仍反映了土壤贮水量的

动态变化，中、西处理的标准差分别为３８７、２６１ｃｍ，偏
差分别为２２０６％、３２２％。
２２３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硝态氮累积量动态变化

东处理，用试错法和 ＰＥＳＴ优化后模型模拟的
作物生育期内土壤硝态氮累积量的变化规律及大小

基本相同（图３）。试错法与 ＰＥＳＴ优化模拟的东处
理偏差分别为 ８５７％、９８９％。模拟验证结果，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对作物生育期内土壤硝态氮总量的
超高值及超低值的模拟与实测值差异较大。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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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ＺＷＱＭ２模拟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贮水量的

率定和验证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ＺＷＱＭ２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０～１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东处理　（ｂ）中处理　（ｃ）西处理

　

是由于土壤营养参数相对综合敏感性较低，在 ＰＥＳＴ
优化过程中未能被准确优化。中、西处理的标准差

分别为１１２２３、１３７４６ｍｇ／ｋｇ，偏差分别为 １６８％、
－２５０９％。总体而言，冬小麦生育期内总硝态氮含量模
拟结果较糯玉米好；中处理验证结果优于西处理。

图 ３　ＲＺＷＱＭ２模拟 ０～１００ｃｍ土壤硝态氮累积量的

率定和验证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１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东处理　（ｂ）中处理　（ｃ）西处理

　

２２４　作物生长
由图４可见，东处理率定结果中，对糯玉米叶面

积指数的模拟，试错法与 ＰＥＳＴ优化的结果差异不
大；而对冬小麦叶面积指数变化，试错法模拟的标准

差、偏差分别为 ２８４、４１８５％，ＰＥＳＴ优化模拟的标

准差、偏差分别为 １９７、１１５２％，ＰＥＳＴ优化的模拟
结果更接近实测值。对中处理和西处理叶面积指数

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标准差分别为 １２６、１８０，偏差
分别为 １４５５％、－３４％。ＰＥＳＴ优化对西处理冬
小麦叶面积指数的模拟结果出现过高估计，这可能

由于西处理为低肥处理，实际田间试验中出现的氮

素胁迫降低了中叶面积的扩展，而模型模拟的氮素

胁迫情况与实际田间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尽管东、

西处理的叶面积指数模拟误差较大，模型仍能较好

地估计作物的产量（图５）。ＰＥＳＴ对中、西处理的作
物产量的相对误差平均值为 －２９４％，最大偏差达
－１５４％，出现在糯玉米西处理，说明模型经 ＰＥＳＴ
优化后对西处理糯玉米产量出现偏高估计。这可能

是由于本研究中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对喷灌均匀系数变
化以实际灌水量代替的简化处理，使模型未能准确

反映均匀系数偏低时造成作物减产的影响。

图 ４　ＲＺＷＱＭ２模拟糯玉米、冬小麦叶面积指数的

率定和验证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ＺＷＱＭ２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ａ）东处理　（ｂ）中处理　（ｃ）西处理

　

图 ５　ＲＺＷＱＭ２模拟糯玉米、冬小麦产量的

率定、验证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ｙｉｅｌｄｓ

ｆｏｒ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３　结束语

本研究采用了 ＰＥＳＴ参数自动优化程序，根据

１５１第 １１期　　　　　　　　　　　　孙美 等：基于 ＰＥＳＴ的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参数优化与验证



糯玉米 冬小麦田间试验资料，对６个土壤水分运动
参数、５个营养参数、６个糯玉米遗传参数和 ７个冬
小麦遗传参数进行了估计，并分析了它们的相对综

合敏感性，对比了试错法及 ＰＥＳＴ对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
模拟结果的影响，并以 ＰＥＳＴ优化所得的参数结果
对模型进行验证。

敏感性分析表明，相比土壤营养模块参数和土

壤水利学参数，ＰＥＳＴ对作物遗传参数的优化更容
易。其中以冬小麦出叶间隔特性参数、冬小麦春化

作用敏感特性参数及糯玉米出叶间隔特性参数３个
参数相对综合敏感性最大。与试错法相比，ＰＥＳＴ优

化算法可以更准确、更省时地对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的参
数进行优化，参数优化后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在率定及验
证过程中，都能较好地模拟糯玉米 冬小麦轮作体系

中生育期内土壤水分的动态、土壤贮水量、作物叶面

积指数及产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４７８％、
１２６４％、１６３４％、－２９４％。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对于
０～１００ｃｍ以内土壤硝态氮累积量的峰值模拟误差
较大。建议采用多次迭代所得的优化结果，以解决

由于参数间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一个观测组模拟结

果的改善而引起另一个观测组模拟效果下降的问

题
［１６，３１］

。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ｅｖｅｎＫ，ＢｉｎｌｅｙＡ．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１９９２，６（３）：２７９－２９８．

２　ＷａｇｅｎｅｒＴ，ＧｕｐｔａＨＶ．Ｍｏｄｅ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Ｊ］．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９（６）：３７８－３８７．

３　ＦａｎｇＱ，ＭａＬ，ＹｕＱ，ｅｔ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９７（８）：１１６５－１１７４．

４　ＦａｎｇＱＸ，ＧｒｅｅｎＴＲ，ＭａＬ，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ｓｏｉ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ＲＺＷＱＭ２ｕｎｄｅｒｆａｌ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７４（６）：１８９７－１９１３．

５　ＭａＬ，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ＡｈｕｊａＬＲ，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ＺＷＱＭＣＥＲＥＳＭａｉｚｅｈｙｂｒｉ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６，８７（３）：２７４－２９５．

６　ＭａＬ，ＴｒｏｕｔＴＪ，ＡｈｕｊａＬＲ，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４０－１４９．

７　ＧｏｅｇｅｂｅｕｒＭ，ＰａｕｗｅｌｓＶ．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３７（３－４）：４３６－４５１．

８　ＢａｈｒｅｍａｎｄＡ，ＤｅＳｍｅｄｔ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４（１２）：２８６９－２８８０．

９　董艳辉，李国敏，徐海珍．应用 ＰＥＳＴ及 ＧＩＳ的北山区域地下水流动模型校正［Ｃ］∥第二届废物地下处置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２００８．

１０　ＡｌＡｂｅｄＮ，ＷｈｉｔｅｌｅｙＨ．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ｒａｎ（ＨＳＰＦ）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２，１６（１６）：３１６９－３１８８．

１１　ＧｏｖｅｎｄｅｒＭ，Ｅｖｅｒｓｏｎ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ｆｒｏｍｔｗｏｓｍａｌｌ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ＷＡＴｍｏｄｅｌ［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５，１９（３）：６８３－６９２．

１２　ＷａｎｇＸ，Ｍｅｌｅｓｓｅ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ＷＡＴｍｏｄｅｌｓｓｎｏｗｍｅｌ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２００５，４８（４）：１３５９－１３７６．

１３　ＲｏｓｅＫＡ，ＭｅｇｒｅｙＢＡ，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ｅｔ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ＭＵ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ｆｏｏｄｗｅｂｍｏｄｅｌｔｏ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２（１）：３８－５１．

１４　ＩｓｋｒａＩ，Ｄｒｏｓ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Ｆ［Ｊ］．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７９（６）：６４７－６５９．

１５　ＮｏｌａｎＢＴ，ＰｕｃｋｅｔｔＬＪ，Ｍａ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ｚｏｎ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ｍ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０，３９（３）：１０５１－１０６５．

１６　房全孝．根系水质模型中土壤与作物参数优化及其不确定性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１０）：１１８－１２３．
ＦａｎｇＱｕａｎｘｉａ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ｒｏ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２，２８（１０）：１１８－１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朱国威，任理．根系带水质量模型灵敏度分析与标定的研究［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２）：５－９．
ＺｈｕＧｕｏｗｅｉ，ＲｅｎＬ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ｃａｌｉｎｇｏｆＲＺＷＱ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１，
３０（２）：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张芊，任理．应用根系层水质模型分析冬小麦 －夏玉米轮作体系的农田水氮利用效率Ⅰ：模型参数的灵敏度分析与标定
［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１）：８４－９０．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ＲｅｎＬｉ．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Ⅰ．Ｍｏｄｅ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５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２，４３（１）：８４－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宿梅双．喷灌均匀系数对土壤水氮淋失及作物生长影响的田间试验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２０　ＪｏｎｅｓＪＷ，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Ｐｏｒｔｅｒ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ＳＳＡＴ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３，

１８（３）：２３５－２６５．
２１　ＡｈｕｊａＬＲ，ＲｏｊａｓＫＷ，ＨａｎｓｏｎＪＤ，ｅｔａｌ．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ｒ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Ｒａｎｃｈ，ＣＯ．：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ＬＣ，２０００．
２２　ＧｒｅｅｎＷ Ｈ，Ａｍｐｔ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ａｉｒ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１１，４（１）：１－２４．
２３　ＢｒｏｏｋｓＲＨ，ＣｏｒｅｙＡＴ：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Ｍ］．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４：３－２７．
２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Ｌ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３１，１（５）：３１８－３３３．
２５　ＪｏｎｅｓＣＡ，ＫｉｎｉｒｙＪＲ．ＣＥＲＥＳｍａｉｚｅ：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ｉｚ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Ｔｅｘａｓ：Ｔｅｘａｓ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２６　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Ｏｔｔｅｒ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ＥＳｗｈｅａｔ：ａｕｓ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Ｍ］∥ＷｉｌｌｉｓＷ Ｏ．ＡＲＳ

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Ｓ３８，ＵＳＤＡ．Ａｇｒｉｃｕ２７　ＤｏｈｅｒｔｙＪ．ＰＥＳＴＡＳＰ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Ｍ］．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４．

２８　王建梅，覃文忠．基于 ＬＭ算法的 ＢＰ神经网络分类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９２８－９３１．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ｍｅｉ，Ｑ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９２８－９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伏燕军，杨坤涛，邹文栋，等．基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的图像拼接［Ｊ］．激光杂志，２００７，２８（５）：４６－４８．
ＦｕＹａｎｊｕｎ，ＹａｎｇＫｕｎｔａｏ，ＺｏｕＷｅｎ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Ｌａｓ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２８（５）：４６－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ＢａｈｒｅｍａｎｄＡ，ＤｅＳｍｅｄｔ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ｏｒｙｓ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２（３）：３９３－４０８．

３１　于利鹏．华北平原典型种植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价［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ＺＷＱＭ２
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Ｐ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ＳｕｎＭｅｉ１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１　ＦｅｎｇＳｈａｏｙｕａｎ２　ＨｕｏＺａｉｌｉｎ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２５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Ｓ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２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ＲＺＷＱＭ２）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ａｔｅ，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ｒｏ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ＨＷ，Ｐ１ＶＷ ａｎｄＰＨＭ ｗｅｒ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ａ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ｓ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ＳＴｃｏｕｌ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ｘｙｍａｚｙ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ｕｌｄｈｅｌ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ＺＷＱＭ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ＳＴｉｎ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ＲＺＷＱＭ２ｍｏｄｅｌ　ＰＥ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５１第 １１期　　　　　　　　　　　　孙美 等：基于 ＰＥＳＴ的 ＲＺＷＱＭ２模型参数优化与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