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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研究

刘　哲　唐日晶　赵祖亮　李绍明　朱德海　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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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数据和方法所限，对作物品种适宜种植区进行划分时，往往不考虑不同品种间的表现差异，且环境单元的

尺度较粗，导致品种定位不准而经常引发种植事故。为提高作物品种定位准备程度，以玉米品种为研究对象，以县

域为基本决策单元，以黄淮海夏播玉米区为研究区，进行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的探索性研究。通过对区试数

据和调查数据的分析，筛选对产量有显著影响、发生频率高、与环境因素相关性强的因子，确定积温、种植密度、倒

伏、大斑病、空秆５因子的玉米品种精细区划指标体系；建立了玉米品种各指标及综合指标适宜度的定量化表达方
法；利用面状要素属性空间一体化聚类方法进行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同时以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为例，计
算了该品种的单指标和综合指标适宜度，分析了其在黄淮海地区的适宜性精细分区结果。在县域精细尺度下，兼

顾不同种植环境和品种间差异，同时考虑空间邻接关系，研究作物品种种植适宜性精细区划方法，有助于“因地制

宜”准确选用品种，充分发挥新品种的增产增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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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传统的作物种植区划，基本以不同物种的生态

适宜区来划分［１－４］，如玉米种植区划分为北方春播

玉米区、黄淮海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丘陵玉米区等

６大区域［５］，可为不同物种定位优势区域，同一物种

的不同亚种准确布局提供指导。实际推广可供选择

的品种往往均为同一亚种，品种推广工作实质是对

同一亚种内的不同品种进行精准定位。不同品种间

的表现差异显著，但现有作物种植区划方法基本没

有考虑亚种内不同品种间的差异；同时由于数据和

方法所限、分区尺度较大，难以表达各大生态区内不

同亚区间的差异。随着品种数量的增长，这两方面

问题日益突显，并成为我国审定品种推广失败率偏

高的重要原因之一［６］。因此，研究作物品种级别，

综合品种各性状对环境的特殊要求，基于小尺度基

本自然单元、兼顾种植区域间空间特征关系的精细

区划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际意义。

目前面向玉米品种的精细区划研究较少，但作

物与品种间存在从属关系，因此作物种植区划、农业

区划、自然区划可为品种区划的研究提供借鉴。在

指标选取方面，郑度等［１］提出指标的选取要反映其

区划分异规律，而对作物来讲，更强调作物种植的适

宜性条件及生产状况［２－４］，相关分析法［７］、主成分分

析［８］等统计分析法被用于进行指标确定，层次分析

法［９］、最大熵模型［１０］等在指标权重确定方面具有显

著效果。适宜性区划方法目前较多的有叠置法、主

导因素法、聚类法等。Ｗａｎｇ等［１１］研究了面状要素

的空间属性一体聚类方法并用于制定玉米品种区划

方案，张晓煜等［１２］运用叠置法对宁夏主要酿酒葡萄

品种进行生态适宜性精细区划。张建军等［１３］采用

模糊数学法构建了不同时间尺度的玉米种植气候适

宜性评价指标等。以上相关研究对本文玉米品种精

细区划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何亚娟等［１４］分析得出县域尺度上的玉米产量

信息具有强烈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较强的空间结

构特征。本文以县域为基本区划单元，提出一种玉

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的方法，以建立玉米品种精

细区划指标体系、定量化提取指标特征值、确定区划

指标适宜性、制定品种精细区划方案为主线展开研

究。同时，以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为例对该区划方
法和分区方案进行详细阐述和说明，该方法为实现

品种精准推广，充分发挥品种优势，降低推广风险提

供了一定的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黄淮海夏玉米区位于我国玉米带的中段，主要

包括黄河、淮河、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山东、河南、河北

中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和陕南、江苏北部和安

徽北部，是我国两大玉米优势产区之一。该区属暖

温带半湿润气候类型，光、热、水资源丰富，无霜期

１７０～２２０ｄ，年降水量 ５００～８００ｍｍ，年大于等于
１０℃活动积温４０００～５０００℃。该区玉米生产多为
夏播种植，雨热同季。

１２　试验数据
１２１　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数据

玉米品种精细区划指标选取的研究过程中利用

了农业部农技中心发布的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

（简称“区试”）数据中黄淮海夏播玉米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的多年多点区试数据。

该区试数据涉及１９个试验小组，２５０余个参试
品种，近４０个试验点，约３０项观测指标。主要记录
玉米品种在黄淮海地区的各项农艺性状和抗逆、抗

病虫害特性指标，如产量、倒伏率、空秆率、病害和虫

害发生级别等。

１２２　县域种植环境调查数据
于２００７年６—９月对我国东北、华北、黄淮海地

区３１６个县进行了玉米种植状况的调查，黄淮海地
区的调查县有１９０个，主要记录涉及大田作物种植
制度、玉米生育进程、种植面积、单产、生物胁迫、非

生物胁迫、种植管理措施、水肥管理、主栽品种及喜

好等数据。

１２３　逐日气象数据
选择国家气象局提供的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及其

相邻地区的１４９个气象站，包括日平均气温、日降水
量、日平均风速、日平均相对湿度、日最大风速、日极

大风速等１２个指标在内的地面气象数据。
此外，基础地理数据采用１∶４００００００省级和县

级行政区域地理数据。

１３　研究方法
本文提出的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方案的思

路如下：首先，依据现有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确

定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指标；其次，研究玉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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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值和各县环境特征值之间的关系，建立各区

划指标的适宜性衡量标准，定量化表达玉米品种在

各县环境中的区划指标适宜度，根据玉米品种的特

性，对区划指标赋以权重，计算得出区划综合指标适

宜度；再次，设定分区数目，以玉米品种在各县的综

合指标适宜度为相似性判断依据，运用空间聚类算

法对黄淮海地区进行分区；最后，通过分析各分区内

的环境特征，对分区结果进行评述。玉米品种适宜

性精细区划方案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方案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ｉｚ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３１　品种精细区划指标选取方法

在黄淮海地区玉米品种适宜性精细区划中，区

划指标的选取应能反映区划的分异规律，同时应尽

可能全面地反映黄淮海地区玉米生产种植状况、农

艺及病害特性。因此选取指标时先对产量作用大、

发生频率高、受环境决定性强的因素进行分析，再逐

步完善，同时所选指标要有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基础

并可以通过现有数据进行量化。

对国家玉米品种区试数据和玉米种植状况调查

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区划指标，该分析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为工具。将品种区试数据以试
验组为基本单元，计算每个品种每年各项指标的试

验组平均表现，并对其做与该品种当年产量的相关

性分析，得到６年６组相关系数，如表１所示。经比
较分析可以发现：空秆率为对产量影响最大负向指

标，其次是秃尖、倒伏率；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病害指

标有黑粉病、大斑病、矮花叶病、茎腐病。

其次，对品种种植状况调查数据中生物胁迫和

非生物胁迫的发生频次高的指标进行降序排序

（表２～４），去除国家区域试验没有记录的穗粒霉
变、结实差、叶片损伤情况胁迫后，分别取前几位最

严重的胁迫作为待考虑指标，因此考虑生物胁迫为

粗缩病、青枯病（即茎腐病）、小斑病、大斑病，考虑

非生物胁迫为空秆和倒伏。

最后，由于不同的玉米种植密度可能会影响

品种的表现，因此选择调查数据中的平均种植密

度作为一项参考指标；玉米品种种植必须满足基

本的热量条件，所以积温是自然环境方面不可或

缺的指标。

综合以上３个方面的分析，确定玉米品种适宜
性精细区划的指标为积温、降水量、空秆、倒伏、大斑

病和平均种植密度。

１３２　区划指标的定量化表达与适宜度计算

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以上各指标的发生机理与相

关环境因子，并归纳为光、温、水等基本气象要素的

量化描述，构建各指标的定量化表达公式；基于国家

气象站点数据，计算每个站点的区划指标量化值，并

归一化到０～１之间；利用克里金空间插值方法将区
划指标点状数据扩展到研究区；计算空间插值后其

内部所有栅格单元的平均值，将该平均值赋给县单

元，无值的栅格单元不参与统计。

表１　区试数据中各指标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指标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平均值

矮花叶病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１３８８

粗缩病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６

大斑病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１４２６

倒伏率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７６５

倒折率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６８４

褐斑病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６

黑粉病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６４４

灰斑病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５４５

玉米螟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０

茎腐病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７ －０１２０７

秃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２５７８

空秆率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３４ －０４３６４

生育期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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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玉米种植状况调查———病害数据整理情况
Ｔａｂ．２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ａｔａ

行政区域

省级 地级 县级

第一常见

病害

第二常见

病害

第三常见

病害

山东省 聊城市 莘县　 弯孢菌 粗缩病 小斑病

河南省 安阳市 汤阴县 青枯病 丝黑穗 黑粉病

河南省 安阳市 林州市 褐斑病 弯孢菌 粗缩病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县 青枯病 丝黑穗 粗缩病

山东省 泰安市 肥城市 粗缩病 青枯病 小斑病

山东省 聊城市 阳谷县 青枯病 小斑病 大斑病

山西省 长治市 长子县 粗缩病 丝黑穗 黑粉病

河南省 濮阳市 南乐县 小斑病 青枯病 粗缩病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县 丝黑穗 大斑病 穗粒腐

河南省 安阳市 内黄县 粗缩病 青枯病 褐斑病

山东省 泰安市 新泰市 粗缩病 弯孢菌 大斑病

河南省 濮阳市 清丰县 青枯病 粗缩病 小斑病

     

表３　玉米病害频次计算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ｚｅ

病害名称
第一病害

频次

第二病害

频次

第三病害

频次

出现

总频次

粗缩病 ６４ １９ ３２ １１５

青枯病 ３６ ２７ ２０ ８３

小斑病 １７ ３６ ２３ ７６

大斑病 １５ ２７ ３０ ７２

丝黑穗 １５ ２５ １３ ５３

黑粉病 １５ １４ １７ ４６

褐斑病 １３ ９ １４ ３６

锈病　 ８ ８ １６ ３２

表４　非生物胁迫表现频次计算
Ｔａｂ．４　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非生物胁迫
第一表现

频次

第二表现

频次

第三表现

频次
总频次

穗粒霉变 ４９ ２４ １５ ８８

结实差 ３５ ３７ ２５ ９７

叶片损伤 １３ ２６ ２０ ５９

倒伏 ７ １０ １３ ３０

空秆 ７ ３ ４ １４

　　各区划指标计算涉及玉米的物候期时间，各气
象站点的物候数据获取方法为：将调查县的物候期

数据进行整理，以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为起点，对天数
进行空间插值，再将插值天数还原，获得黄淮海地区

各县的物候期数据，根据气象站点空间位置，利用其

所在县的物候期数据作为气象站点物候期数据。

（１）积温指标
首先，计算气象站点玉米播种期至收获期内日

平均温度大于等于 １０℃［１５］逐日平均气温累加和，

得到每年玉米生育期内的有效积温；其次，将近

２０年的逐年有效积温加和求平均值和标准差，并将
求得的积温平均值减去一倍标准差，其定量化表达

式见式（１），得到对应气象站点置信度为８４１４％的
大于等于１０℃活动积温；最后，将积温定量化结果
代入式（２）、（３）得到玉米品种积温适宜度值。

Ｔ＝
∑
２０

ｍ＝１
∑
ｊＨ

ｎ＝ｊＳ

Ｔｍ，ｎ

２０ －Ｓ

（Ｔｍ，ｎ≥１０℃）（ｍ＝１，２，…，２０） （１）

ＳＴ＝
Ｔ
Ｔ （２）

Ｓ′Ｔ＝
ＳＴ （０９≤ＳＴ≤１０）

０９ （０＜ＳＴ＜０９{ ）
（３）

式中　Ｔ———气象站点玉米播种期至收获期２０年内
置信度为８４１４％的大于等于１０℃活
动积温值

ｊＳ———调查数据获得的各县玉米播种时间
ｊＨ———调查数据获得的各县玉米收获时间
Ｔｍ，ｎ———第ｍ年玉米播种至收获期间大于等

于１０℃的日平均气温
Ｓ———１倍积温标准差
Ｔ———玉米品种生育期内所需积温数据
ＳＴ———玉米品种积温适宜性
Ｓ′Ｔ———玉米品种积温适宜度

当ＳＴ＞１时，说明县域环境提供的积温不能满
足玉米品种生长所需积温，故不适宜在该县种植，排

除该区域。当 ＳＴ≤１时，说明可在该县种植。当
ＳＴ＜０９时，环境提供的积温显著大于品种生长所
需积温，造成积温的浪费，所以 Ｓ′Ｔ取值为０９；相反
Ｓ′Ｔ越接近１表明积温越适宜。

（２）空秆胁迫、倒伏胁迫、大斑病胁迫指标
空秆胁迫定量化表达：结合玉米空秆发生的气

象条件和相关研究［１６］，将空秆指标提取值表达为雌

雄穗分化和开花授粉期降水量大于等于０１ｍｍ的
天数（ｄｒｅ）、无日照天数（ｄｎｓｅ）、开花授粉期日最高气
温大于等于３２℃的天数之和（ｄｔｅ），其定量化表达式
为

ｄｅ＝ｄｒｅ＋ｄｎｓｅ＋ｄｔｅ （４）
式中　ｄｅ———种植环境的空秆胁迫，ｄ

倒伏胁迫定量化表达：结合玉米倒伏气象发生

条件和相关研究［１７－１８］，参照《风力等级表》［１９］和

２００５年黄淮海地区出现的严重倒伏情况［２０］，将倒

伏胁迫指标的定量化表达为拔节期至成熟期降水量

大于等于３０ｍｍ的天数（ｄｒｌ）与日最大风速大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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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９ｍ／ｓ的天数（ｄｗｌ）之和，即
ｄｌ＝ｄｒｌ＋ｄｗｌ （５）

式中　ｄｌ———种植环境的倒伏胁迫，ｄ
大斑病胁迫定量化表达：大斑病指标值的提取

考虑玉米从拔节到抽穗期间温度在２０～２５℃之间、
空气相对湿度在９０％以上的天数［２１－２５］，用ｄｄ表示。

各胁迫指标适宜度计算：首先对各胁迫指标进

行归一化处理（式（６）），得到 ｘ′ｉ∈［０，１０］；其次将
ｘ′ｉ值代入式（７），得到各胁迫指标适宜度 Ｘｉ∈［０，
１０］，Ｘｉ越接近１，代表胁迫程度越弱，玉米品种种
植越适宜。

ｘ′ｉ＝
ｘｉｊ－ｘｉｊｍｉｎ
ｘｉｊ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

　（ｉ＝１，２，３；ｊ＝１，２，…，６０６）

（６）
Ｘｉ＝１－ｘ′ｉ　（ｉ＝１，２，３） （７）

其中　ｘｉｊｍａｘ＝ｍａｘ（ｘｉｊ）　（ｉ＝１，２，３；ｊ＝１，２，…，６０６）
ｘｉｊｍｉｎ＝ｍｉｎ（ｘｉｊ）　（ｉ＝１，２，３；ｊ＝１，２，…，６０６）

式中　ｉ———胁迫指标，ｉ＝１为空秆胁迫，ｉ＝２为倒
伏胁迫，ｉ＝３为大斑病胁迫

ｊ———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县的个数
ｘｉｊ———各胁迫指标定量化结果
ｘ′ｉ———归一化处理后的胁迫指标值
Ｘｉ———胁迫指标的胁迫程度

（３）种植密度指标
利用调查数据统计计算调查县平均种植密度；

获取调查县中心点，进行空间插值计算，获得黄淮海

区的平均种植密度栅格数据，利用插值结果进行县

域内统计计算，获得黄淮海地区各县的平均种植密

度，用Ｌ表示。玉米品种平均种植密度适宜度值，计
算式为

Ｓ′Ｌ＝

１ （Ｌｍｉｎ≤Ｌ≤Ｌｍａｘ）

Ｌｍａｘ
Ｌ （Ｌ＞Ｌｍａｘ）

Ｌ
Ｌｍｉｎ

（Ｌ＜Ｌｍｉｎ











 ）

（８）

式中　Ｌ———黄淮海地区各县的玉米平均种植密度
Ｌｍｉｎ———玉米品种推荐种植密度的最小值
Ｌｍａｘ———玉米品种推荐种植密度的最大值

由此可看出，Ｓ′Ｌ值越接近于１越适宜，即玉米
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与黄淮海地区各县的平均种植

密度一致程度越高。

（４）综合指标适宜度计算
区划综合指标适宜度用Ｓ表示，其计算式为

Ｓ＝ｖ１Ｓ′Ｔ＋ｖ２Ｓ′Ｌ＋∑
３

ｉ＝１
Ｘ′ｉｖｉ＋２　（ｉ＝１，２，３） （９）

式中　ｖ１———积温指标权重

ｖ２———平均种植密度指标权重
ｖ３———空秆胁迫指标权重
ｖ４———倒伏胁迫指标权重
ｖ５———大斑病胁迫指标权重

１３３　面状实体空间聚类方法
面状数据的空间聚类分区应满足每个分区的面

状区域是彼此连接的［２６］，因此本文采用先属性聚类

后空间调整的空间属性一体化聚类方法［１１］，该方法

首先利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对县域单元做综合指标值
的分层聚类；其次，对该属性聚类结果做空间连续性

调整，通过相似性准则调整并归并零星区域到邻近

类中，最终得到属性上相近、空间上连续的分区结

果；最后，在聚类得到的某些类别内会存在属性值较

整体属性值差异显著的面状实体，称为特异区，从该

聚类方法的特性来看，类内所有实体的属性值应服

从正态分布，本文提出以２倍标准差为评判标准，挑
出小于下限（平均值减２倍标准差）或者大于上限
（平均值加２倍标准差）的所有实体作为聚类特异
区，特异区的比例大约是５％。

２　案例与分析

２１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主要特点
品种秀青７３ １的特性［２７］：在黄淮海地区出苗

至成熟期为９７～１００ｄ，比对照农大１０８早熟４～６ｄ。
株型紧凑，株高２５４ｃｍ，穗位高１０７～１１０ｃｍ，成株
叶片数２１片左右。经河北省农科院植保所２年接
种鉴定，高抗大斑病，抗小斑病和矮花叶病，中抗弯

孢菌叶斑病、瘤黑粉病、感茎腐病和玉米螟。适宜种

植密度３７００～４２００株／亩。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
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适宜在河北、河南、山东、

陕西、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西运城夏玉米区种植。

２２　秀青７３ １积温适宜度
根据 ２００７年黄淮海地区区试数据，品种秀青

７３ １在４７个试验点上的所有生育期天数的平均
值为９８４０ｄ，对其有效积温进行统计得积温指标为
２５５８℃，代入式（１），得到如图３所示的积温适宜度
分布图。

２３　秀青７３ １平均种植密度适宜度
根据秀青７３ １的推荐种植密度，将 Ｌｍｉｎ取值

３７００，Ｌｍａｘ取值４２００，代入式（８）中计算，可得图３
中平均种植密度分布图。

２４　秀青７３ １空秆胁迫、倒伏胁迫、大斑病胁迫
适宜度

分别利用空秆胁迫适宜度计算式（４）、倒伏胁
迫适宜度计算式（５）、大斑病胁迫适宜度计算方法，
得到空秆胁迫适宜度、倒伏胁迫适宜度、大斑病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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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度分布图。

图３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各指标与综合指标适宜度
Ｆｉｇ．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Ｘｉｕｑｉｎｇ７３ １

２５　秀青７３ １综合适宜度计算
对黄淮海地区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比秀青

７３ １与对照品种农大１０８的指标数据（图２），可知
秀青７３ １比对照品种农大１０８的抗空秆能力强、
抗大斑病能力强、抗倒伏能力弱。以此为依据，研究

者可根据经验对指标因子赋权重值，如表５所示，代
入式（９），结果见图３中综合适宜度分布，可知：该
品种在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内多数的县都较适宜种

植，尤其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地区最适宜。在安

徽省南部、河南省南部，由于受空秆和倒伏的影响，

适宜性显著降低。在山东的东部临海部分县，因受

大斑病和倒伏影响，适宜性也很低。

图２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的空秆、倒伏、大斑病指标值
与对照品种农大１０８的指标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ｌａｎｋｓｔｅｍ，ｌｏｄｇ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ｌｅａｆ
ｂ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Ｘｉｕｑｉｎｇ７３ １ａｎｄＮｏｎｇｄａ１０８

　
２６　秀青７３ １属性空间一体化聚类分析

对秀青７３ １综合指标适宜度运行分层聚类，
将黄淮海地区分成５类（研究者也可根据研究目
的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聚类数目），运用 ３种调整
规则，进行多轮的空间合并，得到如图 ３所示结
果。

表５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区划指标及其权重设定

Ｔａｂ．５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ｓｓｅｔｏｆＸｉｕｑｉｎｇ７３ １

品种
积温

权重

平均种植

密度指标

空秆胁迫

指标

倒伏胁迫

指标

大斑病胁迫

指标

秀青７３ １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２０

２７　秀青７３ １特异区提取与分析
结合特异区计算方法得到如表６所示特异区统

计数据。将这些特异区在图上渲染以后得到结果如

图４所示。

表６　各聚类特异区统计

Ｔａｂ．６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区

序号

平均

值

标准

差

２倍

下限

２倍

上限

实体

总数

特异区

个数

所占比

例／％

１ ０６７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７７ ３１７ １８ ５７

２ ０７９ ００４ ０７１ ０８６ ２０６ ８ ３９

３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６１ ５３ ２ ３８

４ ０９４ 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９７ ３０ ２ ６７

　　从特异区在各个类内所占比例来看比较接近
５％，虽然不是标准正态分布，但是很接近，符合在前
文中的预期，间接证明了分类结果的客观性，而分析

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①样本容量不同。
在理想的聚类结果下，样本容量越大其分布就越接

近标准正态分布。可以看出第１类５７％的特异区
范围较接近标准正态分布，但其样本容量也仅有

３１７个，如果样本更多效果会更好；而第４类只有３０
个样本，因此偏差很大。②在属性聚类以后需要进
行空间调整，必然会影响到类内属性。分布相对较

小的第４类是典型的在空间调整过程中合并了较多
其他类实体，降低了分类精度。

在玉米品种的实际推广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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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适宜性精细区划分区Ｓ值与特异区提取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ｕｑｉｎｇ７３ １

　
异区的差异，避免对分区内各县等同对待，制定错误

的品种推广和分区管理策略，造成经济损失。

２８　秀青７３ １适宜区分析
表７所示为４个分区各指标与综合指标适宜度

统计情况，经比较可知，分区４是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
种植适宜度最高的区域。该分区环境的空秆、倒伏、

大斑病胁迫较低，平均种植密度略低于玉米品种的

最小种植密度。

表７　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精细区划分区统计（均值）
Ｔａｂ．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ｕｑｉｎｇ７３ １

分区序号 Ｓ′Ｔ Ｓ′Ｌ Ｘ′１ Ｘ′２ Ｘ′３ Ｓ

１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７０ ０６７

２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８５ ０７９

３ ０９３ ０８２ ００９ ０３９ ０８３ ０５４

４ ０９３ ０９６ ０７４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４

　　分区３是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种植适宜度最低
的区域，该区大斑病胁迫一般，空秆、倒伏胁迫较高，

是造成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在该区域不适宜种植的
主要因素，平均种植密度与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的
适宜密度差距较大。分区 ２的各项指标特征值适
中，综合适宜度也适中。分区１的面积最大，分区内
的空秆胁迫、倒伏和大斑病胁迫略高，造成种植适宜

度略低，另外，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在分区１的大斑
　　

病胁迫是４个分区中最重的，建议重点防治。

３　结论

（１）在县域精细尺度下，兼顾不同种植环境和
品种间差异，同时考虑空间邻接关系，研究作物品种

种植适宜性精细区划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

往分区尺度大、忽略不同玉米品种在同一生态区表

现差异显著的问题，对品种精准化推广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研究成果有助于“因地制宜”准确选

用品种，充分发挥新品种的增产增收效果。

（２）采用基于国家区试数据的相关分析，基于
调查数据的频率分析方法确定区划指标，较以往的

专家推荐、查阅资料等选择指标更准确和客观。

（３）利用先属性后空间的空间聚类方法，能够
很好地契合面状实体的空间聚类思想。对聚类分区

内的特异区进行提取和分析研究，既可从样本正态

分布的角度验证分区结果的正确性，又可避免对分

区内各县等同对待、制定雷同的品种推广和分区管

理策略，降低推广风险。

（４）从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的精细区划分区结
果和评述可知，不同分区内，对玉米品种秀青７３ １
种植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不同的，可据此扬长避

短，制定县域尺度精细推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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