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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在陕西杨凌获得的冬小麦试验资料，用 Ｍｏｒｒｉｓ法和 ＥＦＡＳＴ（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法

分析了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输出变量中小麦开花期、成熟期、产量、地上生物量对品种和生长参数的敏感性，并分析

比较了两种方法的一致性。结果表明，光周期影响因子（Ｐ１Ｄ）、出苗 穗分化期积温（Ｐ１）、穗分化 挑旗期积温（Ｐ２）

和春化影响因子（ＶＥＦＦ）均对开花期和成熟期较敏感，灌浆期积温（Ｐ５）对成熟期有较大影响；挑旗前、后的光能利

用率（ＰＡＲＵＥ，ＰＡＲＵ２）、Ｐ１Ｄ、Ｐ１和 Ｐ２均对产量和生物量有较大影响；最适条件下标准籽粒质量（Ｇ２）和开花期单

位地上生物量的籽粒数（Ｇ１）对冬小麦产量有较大影响，第一标准叶的比叶面积（ＳＬＡＳ）对地上生物量有较大影响。

Ｍｏｒｒｉｓ法和 ＥＦＡＳＴ法得到的参数敏感性结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表明计算工作量较小的 Ｍｏｒｒｉｓ法较适于筛选模型

敏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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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物模型是描述作物生长过程及其与环境间定

量关系的计算机程序或数学方程。因其具有省时、

省力、可重现的特点，在作物栽培、水肥管理、气候变

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１－４］

。作物模型应

用于某一特定区域时，需要对参数进行率定和适用

性验证
［５－６］

，但因参数众多，难以实现对所涉及的全

部参数进行测量和率定，而敏感性分析则为参数的

筛选提供了便利。

敏感性分析可以确定参数对模型模拟结果影响

的大小，通过仅校正影响较大的参数而固定影响较

小或者无影响的参数，从而减少模型校正的工作量。

参数敏感性分析方法主要分为局部敏感性分析和全

局敏感性分析。局部敏感性仅分析单参数的改变对

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全局敏感性能够分析整个参

数空间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７］
。全局敏感性分析方

法主要有 Ｍｏｒｒｉｓ法［８］
、回归法

［９］
、Ｓｏｂｏｌ’ｓ法［１０］

、

ＥＦＡＳＴ法［１１］
等。Ｍｏｒｒｉｓ法是针对局部敏感性分析

方法存在的不足而进行的改进，通过微分的方法来

计算逐个参数的敏感性，所需计算量较小。Ｓｏｂｏｌ’ｓ
法与 ＥＦＡＳＴ法是将模型模拟结果的方差分解为各

个参数的方差和参数间的方差，所需计算量较大。

针对这两种敏感性分析方法在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作物
模型中的比较研究尚未见报道。且作物模型的敏感

性分析研究多集中于作物产量
［１２－１５］

，而对作物生长

过程和其他输出变量的关注较少
［１６］
。因此，本研究

采 用 Ｍｏｒｒｉｓ法 和 ＥＦＡＳＴ 法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两种敏感性分析方法，研究
ＤＳＳＡＴ４５（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ｇｒ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模型中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子模型的品种和生
长参数对小麦的开花期、成熟期、产量和地上生物量

４个模型输出变量的影响，为提高参数的率定效率
和模型的本地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输入参数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是 ＤＳＳＡＴ４５系列模型中

的一个子模型，以天为步长模拟小麦的生长和发育，

综合考虑气候、土壤、品种、灌溉施肥等对小麦生长

的影响
［１７］
。小麦的生产潜力通过作物冠层截获的

有效光合辐射计算，并通过温度、水分和氮素胁迫因

子计算实际的生物产量
［１８］
。

本研究所需的试验基本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试验田

（１０８０５°Ｅ，３４２４°Ｎ；海拔高度 ５２１ｍ）。该地区属
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年平均降 水 量 约 为

６１０ｍｍ，多集中于８—１０月。该地区冬小麦生长季
为１０月—次年 ６月，生长季内月平均最高气温为
１５７℃，月平均最低气温为 ５３℃，总太阳辐射量为
３２０６ＭＪ／ｍ２，降水量为２９６ｍｍ。

模型所需的气象数据来源于杨凌气象站，距

试验地１００ｍ左右。观测数据包括日最高气温、最
低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模型所需的太阳辐

射量由埃斯曲
#

公式根据日照时数估算得到
［１９］
，

即

Ｒｓ (＝ ａ＋ｂｎ)Ｎ Ｒａ （１）

式中　Ｒｓ———太阳总辐射量，ＭＪ／ｍ
２

Ｒａ———天文辐射量，ＭＪ／ｍ
２

ｎ———实测太阳日照时数，ｈ
Ｎ———理论日照时数，ｈ
ａ、ｂ———经验系数，应用最小二乘法对邻近的

西安气象站的日照时数和太阳辐射

量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ａ＝０２，ｂ＝
０５

模型所需的土壤剖面数据主要来自《陕西土

壤》
［２０］
、《中国土壤》

［２１］
、《中国土种志》

［２２］
以及田间

试验的实测数据。土壤类型为觩土，所需的土壤参

数主要有各土层的质地、容积密度、有机碳质量比、

全氮质量比以及土壤水力学参数等，具体数据如

表１所示。

表 １　陕西杨凌试验地土壤理化性状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ａ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ｔｅｉｎ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土层深度

／ｃｍ

土壤粒径比例／％

砂粒 粉粒 粘粒

容积密度

／（ｇ·ｃｍ－３）

有机碳

质量分数／％

全氮

质量分数／％
ｐＨ值

土壤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凋萎含水率 田间持水率 饱和含水率

１０ １ ７２ ２７ １２５ １０６ ００８ ８０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１ ０４５３

２０ １ ７２ ２７ １２６ ０８８ ００８ ８２ ０１７６ ０２３１ ０４１９

４０ １ ７１ ２８ １３１ ０７９ ００５ ８２ ０１８８ ０２６８ ０４１９

６０ １ ７１ ２８ １３１ ０６８ ００５ ８２ ０１７５ ０２８８ ０４８９

８０ １ ７１ ２８ １３２ ０５７ ００５ ８２ ０１６２ ０２８５ ０３５３

１２０ １ ６５ ３４ １３５ ０４５ ００４ ８２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１ ０３０４

１６０ １ ６５ ３４ １３５ ０４８ ００４ ８２ ０１２６ ０２５２ ０３５５

２００ １ ７４ ２５ １３５ ０４８ ００３ ８２ ００９１ ０２７２ ０３４３

　　模型所需的田间管理数据来源于试验的观测和
调查。试验小区长 １２５ｍ，宽 １０ｍ，处理为节水灌
溉模式，共设６个重复。冬小麦于每年的１０月１５日播
种，播前用铧式犁耕翻土地，播种方式为机械条播，

行距１５ｃｍ，播深５ｃｍ，播种密度为 ４００粒／ｍ２，播前

施尿素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３７５ｋｇ／ｈｍ２，小麦生长

季冬灌一次７５ｍｍ，其他管理措施如除草、病虫害防
治等按正常田间管理进行。小麦品种为关中主栽的

小偃２２。

１２　敏感性分析方法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主要是研究参数的变化方差

对模型输出结果变化方差的贡献率
［２３］
。全局敏感

性分析因其能够分析多个参数的变化对模型结果产

生的总影响，具有分析每一个参数及参数之间相互

作用对模型结果影响的特点，而被日益广泛地应用

到作物模型中。

１２１　Ｍｏｒｒｉｓ法
Ｍｏｒｒｉｓ法最早由 Ｍｏｒｒｉｓ于 １９９１年提出，随后经

Ｃａｍｐｏｌｏｎｇｏ等进行改进［８，２４］
。此法是基于一次变

化法的试验设计，对于分析参数众多且运算负荷较

大的模型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是准确性和效率折衷

的一种选择
［２４］
。Ｍｏｒｒｉｓ法计算公式为
Ｒｉ（ｘ１，ｘ２，…，ｘｎ，Δ）＝

ｙ（ｘ１，ｘ２，…，ｘｉ－１，ｘｉ＋Δ，ｘｉ＋１，…，ｘｎ）－ｙ（ｘ１，ｘ２，…，ｘｎ）
Δ

（２）
令 Ｘ＝（ｘ１，ｘ２，…，ｘｎ）
式中　Ｒｉ（Ｘ，Δ）———参数 ｉ的敏感性指数

ｙ（Ｘ）———模型输出结果
Ｘ———待分析参数的 ｎ维向量

Δ———介于 １
ｐ－１

到１－ １
ｐ－１

的数值

ｐ———参数的水平
Ｍｏｒｒｉｓ法先将每个参数取值范围映射到 ０－１，

并将其离散化为 ｐ个水平，构成 ｎ维 ｐ水平的采样
空间，依据一次变化法的试验设计对参数进行随机

采样。由于 Ｍｏｒｒｉｓ法的随机性，很容易在一次随机
取样及随机化过程中出现误差，所以需进行 ｔ次重
复。最后计算每个参数 Ｒｉ的平均值 μ

和标准差

σ，模型运行次数为 ｔ（ｎ＋１）次。μ反映参数对输
出变量敏感性的强弱，其值越大，说明参数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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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而 σ值表示的是参数间交互作用的强弱或参
数的非线性效应，其值越高，参数交互作用越强。

１２２　ＥＦＡＳＴ法
ＥＦＡＳＴ法［１１］

是由 Ｓａｌｔｅｌｌｉ等结合 Ｓｏｂｏｌ’ｓ法［１０］

和傅里叶振幅灵敏度检验法
［２５］
（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ＦＡＳＴ）的优点提出的基于方差分解的
全局敏感性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搜索函数对模型

的每个参数引入一个共同独立参数 ｓ的函数，并给
每个输入参数定义一个整数频率，最后使模型成为

独立参数 ｓ的周期函数，对模型的输出结果进行傅
里叶分析，获得傅里叶级数的频谱曲线，通过该频谱

曲线分别得到由每个参数及参数的相互作用所引起

模型结果的方差
［１４，２６］

。模型的总方差由各参数及

参数间相互作用共同得到，将模型总方差分解为

Ｖ（Ｙ）＝∑
ｎ

ｉ＝１
Ｖｉ＋∑

ｎ

ｉ＜ｊ≤ｎ
Ｖｉｊ＋… ＋Ｖ（１，２，…，ｎ） （３）

Ｖｉｊ＝Ｖ［Ｅ（Ｙ｜ｘｉ，ｘｊ）］－Ｖｉ－Ｖｊ （４）

Ｓｉ＝
Ｖｉ
Ｖ（Ｙ）

（５）

ＳＴｉ＝
Ｖ（Ｙ）－Ｖ－ｉ
Ｖ（Ｙ）

（６）

式中　Ｖｉｊ～Ｖ（１，２，…，ｎ）———参数间相互作用的方差
Ｖ－ｉ———不包括参数 ｘｉ的所有参数方差之和
Ｓｉ———参数 ｘｉ的一阶敏感指数，表示参数 ｘｉ

的方差对 Ｙ的方差的直接贡献率
ＳＴｉ———参数 ｘｉ的全局敏感性指数，表示参数

ｘｉ及其与其他参数的相互作用对方
差 Ｙ的贡献率

ＥＦＡＳＴ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搜索函数对参数
进行采样，减轻了计算机的运算负荷。其分析结果

基于大量的参数采样，不仅能给出参数间敏感性的

相对大小，还可以定量地计算各参数对于模型结果

变化方差的贡献率。Ｍｏｒｒｉｓ法所需的计算量较小，
在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可优先考虑，尤其是在区域应

用时，可大大节省计算工作量。ＥＦＡＳＴ法是一种定
量评价方法，可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其研究的范围更

广泛，精确度更高。

１３　敏感性分析方案
本研究以田间试验采集的气候、土壤、田间管理

等参数作为输入数据，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法和 ＥＦＡＳＴ法分
析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中小麦的开花期、成熟期、产
量和地上生物量 ４个模型输出项对 ２３个输入参数
（７个品种参数和 １６个生长参数）的敏感性。参数
的敏感性与设置的模拟情景有关，本文选取杨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３个冬小麦生长季为研究时段，分析
作物参数在潜在产量水平（光温为限制条件）、可获

得产量水平（光温水为限制条件）和实际产量水平

（光温水肥为限制条件）下的敏感性，共 ９个情景，
旨在分析不同年份和产量水平下参数敏感性的差

异。参数及目标输出变量在模型中的代码、含义及

取值范围如表２所示，试验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主要的
气象要素如表３所示。

表 ２　选取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作物参数和输出变量

Ｔａｂ．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ｒｏ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ｍｏｄｅｌ

参数 参数定义 数值

作物生长参数

Ｐ１ 出苗 穗分化积温／℃ １００～５００

Ｐ２ 穗分化 挑旗积温／℃ １００～５００

Ｐ２ＦＲ１ 穗分化 拔节占 Ｐ２的比例 ０～０６

Ｐ３ 挑旗 抽穗积温／℃ １２０～３６０

Ｐ４ 抽穗 灌浆初期积温／℃ １５０～４５０

Ｐ４ＦＲ１ 抽穗 开花占 Ｐ４的比例 ０１５～０３５

Ｐ４ＦＲ２ 开花过程占 Ｐ４的比例 ００５～０２５

ＶＥＦＦ 春化影响因子 ０～１０

ＬＡＦＶ 营养阶段叶片潜在增长比例 ００１～０８

ＬＡＦＲ 生殖阶段叶片潜在增长比例 ０１～３０

ＳＬＡＳ 标准第一叶的比叶面积／（ｃｍ２·ｇ－１） １００～６００

ＰＡＲＵＥ 挑旗前有效光合辐射（ＰＡＲ）利用率／（ｇ·ＭＪ－１） １～６

ＰＡＲＵ２ 挑旗后 ＰＡＲ利用率／（ｇ·ＭＪ－１） １～６

ＫＣＡＮ ＰＡＲ消光系数 ０６５～０９５

ＲＳ％Ｓ 茎储存系数 １０～６０

ＡＷＮＳ 芒长等级 ０～１０

作物品种参数

Ｇ１ 开花期单位地上生物量的籽粒数／（粒·ｇ－１） １０～５０

Ｇ２ 最适条件下粒质量／ｍｇ １０～７０

Ｇ３ 无胁迫条件下标准单蘖质量／ｇ １～３

Ｐ５ 灌浆期积温（不包括灌浆前期）／℃ ２２５～７００

Ｐ１Ｖ 最适条件下通过春化的天数／ｄ ５～６０

Ｐ１Ｄ 光周期影响因子／％ ３０～２００

ＰＨＩＮＴ 叶热间隔／℃ ７０～１１０

输出变量

ＡＤＡＰ 开花期／序日

ＭＤＡＰ 生理成熟期／序日

ＨＷＵＭ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ＣＷＡＭ 地上生物量／（ｋｇ·ｈｍ－２）

　　全局敏感性分析试验借助专业敏感性分析软件
Ｓｉｍｌａｂ［２７］和 Ｐ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中
的 ＳＥＮＳＡＮ模块协同完成［２８］

。Ｓｉｍｌａｂ进行全局敏
感性分析主要分为４步：

（１）定义输入变量的取值范围和分布形式。作
物参数的取值范围参考 ＤＳＳＡＴ手册［２９］

和前人研究

结果
［１３，３０］

，并假设参数在取值范围内均匀分布。

（２）对多维的参数空间进行采样。Ｍｏｒｒｉｓ法设
置 ｔ＝１０，共采样２５０组。ＥＦＡＳＴ法认为每个参数的
采样次数大于６５的分析结果有效，设置每个参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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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杨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小麦生长季气象要素

Ｔａｂ．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气象要素 年份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平均值 总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７３ １４２ ６０ １０ ６４ １７８ ２１２ ２８９ ３０９ １６０

最高气温／℃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８９ １３０ ８８ ５７ ９５ １５８ ２１６ ２４５ ３２７ １６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１７ ９７ ５８ ６８ ９２ １４３ １９５ ２５４ ３０９ １５９

多年平均 １８９ １２３ ６４ ５０ ８２ １３９ ２０３ ２５６ ３０９ １５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９７ ３５ －１４ －５５ －３９ ５１ ９５ １４１ １８５ ５５

最低气温／℃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０３ ３２ －３１ －５４ ２４ ４７ １０１ １４４ １８７ ６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１４ －０２ －３６ －４４ －０５ ４３ ７７ １４３ １８６ ５３

多年平均 ９７ ２７ －３０ －４５ －１６ ３２ ８８ １３６ １８６ ５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５７７ ２５６５ １５７９ １８８５ ３０６４ ４１６１ ４４４５ ５７８５ ４６４７ ３０７１

太阳辐射量／（ＭＪ·ｍ－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６４２ ２３３２ ２３３９ ２５３２ ２００５ ３８７４ ４８０５ ５０１４ ５８９０ ３１４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３２６７ ２３２７ ２２００ ２４７４ ２５９９ ３５５９ ４４３５ ４７８４ ５３３７ ３０９８

多年平均 ３０４６ ２４５９ ２２５８ ２４１５ ２７２０ ３７８７ ４５５３ ５３４７ ５４８０ ３２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５００ １６ ５３ １９７ ５３ １７２ ３７４ １２７ ５０５ ２００

降水量／ｍｍ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７４６ ６６ ００ ０７ ２１４ ３２２ １５０ ９２６ ６７４ ３１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５３ ４３１ ４２ ００ １４７ ３９２ ４０７ ４９５ ３０８ ２４８

多年平均 ６０１ ２２８ ４９ ６１ １０１ ２７１ ４４５ ６２６ ５８０ ２９６

样２５７次，共采样５９１１组。
（３）将采样的参数组合输入模型，并运行计算。

ＰＥＳＴ通过 ＤＳＳＡＴ模型的输入和输出文件与模型建
立联系，把参数组合写入模型输入文件，利用

ＳＥＮＳＡＮ模型实现批量运行和批量读取模型的输出
文件。

（４）估算每个参数对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将
ＰＥＳＴ运行模型所得结果整理为 Ｓｉｍｌａｂ可识别格
式，点击分析按钮，Ｓｉｍｌａｂ自动完成敏感性分析过
程。

同种方法不同情景敏感性分析结果的一致性用

ＴＤＣＣ（Ｔｏｐｄｏｗｎ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系 数 衡
量

［３１］
。ＴＤＣＣ通过为每个参数赋 Ｓａｖａｇｅ分数来计

算，强调敏感参数的重要性，降低不敏感参数的重要

性
［３２］
。ＴＤＣＣ值越接近于１表明其一致性越好。如

果 ＴＤＣＣ检验的 Ｐ值小于 ００５，则认为参数排序一
致

［３３］
。不同方法参数敏感性结果的一致性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Ｍｏｒｒｉｓ法敏感性分析结果
Ｍｏｒｒｉｓ法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开花期和成

熟期，敏感指数大于０的参数仅有９个，所以不同产
量水平和年份间 ＴＤＣＣ的计算采用９个参数。而产
量和地上生物量敏感性排序的 ＴＤＣＣ采用全部参数
计算。应用 Ｍｏｒｒｉｓ法对不同年份和不同产量水平下
得到的参数敏感性进行排序，其 ＴＤＣＣ值均大于等
于０９６，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说明不同产量水平和年
份下参数敏感性排序一致，无显著差异（表４）。以下以
可获得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为例进行分析。

表 ４　不同冬小麦产量水平和生长季节下 Ｍｏｒｒｉｓ法敏感性分析的 ＴＤＣＣ和 Ｐ值

Ｔａｂ．４　ＴＤＣＣａｎｄＰ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Ｍｏｒｒ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产量水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潜在产量水平 可获得产量水平 实际产量水平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开花期 １００ ３８０×１０－３ １００ ３８０×１０－３ ０９９ ４１０×１０－３ ０９９ ４３０×１０－３ ０９９ ４３０×１０－３ ０９９ ４３０×１０－３

成熟期 １００ ３８０×１０－３ １００ ３８０×１０－３ １００ ３９０×１０－３ １００ ３９０×１０－３ １００ ３９０×１０－３ ０９９ ４１０×１０－３

产量 ０９６ １６０×１０－５ １００ ７７０×１０－６ ０９７ １３０×１０－５ １００ ７３０×１０－６ ０９８ １００×１０－５ ０９８ １２０×１０－５

地上生物量 ０９７ １３０×１０－５ ０９７ １３０×１０－５ ０９９ ９５０×１０－６ ０９９ ８１０×１０－６ ０９８ １００×１０－５ ０９７ １４０×１０－５

　　如图１ａ所示，小麦开花期对Ｐ１Ｄ最敏感，其μ

和 σ均最大的，与其他参数的交互作用或非线性效
应较强。Ｐ１Ｄ反映冬小麦出苗 －穗分化阶段对光周
期的敏感性，表示低于临界日长对发育的延缓比例。

冬小麦出苗 穗分化阶段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存，

主要完成成花诱导和花形成，对开花起决定性作用。

Ｐ１为开花期的第 ２个敏感参数，Ｐ１表示出苗 －穗
分化期的积温，此阶段受春化作用和光周期作用影

响。Ｐ２是开花期的第３个敏感参数，表示穗分化 －
挑旗期的积温，此阶段满足后，冬小麦进入抽穗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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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ＶＥＦＦ为开花期的第 ４个敏感因子，为春化作
用效应因子，与其它参数的交互作用很强，表示在不

适宜春化条件下的相对发育速率，与 Ｐ１Ｄ，Ｐ１共同
决定出苗 －穗分化期的天数。Ｐ１Ｄ、Ｐ１、Ｐ２和 ＶＥＦＦ
共同决定冬小麦出苗 －穗分化 －挑旗期的天数，是
开花期最敏感的参数。其次为 Ｐ３和 Ｐ１Ｖ，Ｐ３为挑
旗 抽穗完成的积温，Ｐ１Ｖ为春化作用因子，对冬小
麦开花期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最关键的参数。冬小

麦成熟期敏感性分析结果与开花期相似（图 １ｂ），各
参数影响开花期，必然也会对成熟期造成影响。除

上述参数外，Ｐ５在成熟期敏感参数中居第 ３位。
Ｐ５描述整个灌浆期所需的积温，此阶段的所需的积
温直接决定了成熟期。

对生物量影响敏感的参数按其敏感性大小依次

为 ＰＡＲＵＥ、ＰＡＲＵ２、Ｐ１Ｄ、Ｐ２、Ｐ１、ＶＥＦＦ和 ＳＬＡＳ
（图１ｄ）。ＰＡＲＵＥ、ＰＡＲＵ２分别是冬小麦挑旗前、后
将光能转化为干物质的能力，直接决定潜在地上生

物量的多少，ＰＡＲＵＥ的敏感性大于 ＰＡＲＵ２，这是因
为前期主要完成小麦的营养生长，其生长决定后期

生殖生长中源的大小，可见前期光能利用能力对最

终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更大。Ｐ１Ｄ、Ｐ１、Ｐ２、ＶＥＦＦ对产
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开花期和成熟期间接作用

于最终地上生物量，开花前时间的延长，更有利于地

上生物量的积累。ＳＬＡＳ是比叶面积，直接影响分配
至叶片的干物质转化成绿叶，从而截获光能的量，影

响光合作用的产物。

地上生物量直接影响同化物在茎、叶、籽粒器

官的分配，因此对生物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对产量

的影响也较大（图 １ｃ）。另外，参数 Ｇ２和 Ｇ１的变
化对产量的影响很敏感，分别排第 ４位和第 ５位，
Ｇ２是最佳条件下标准籽粒质量，Ｇ１是开花期单位
地上生物量的籽粒数，这 ２个参数影响籽粒的灌
浆速率和最终籽粒干物质分配，因此对产量的影

响较大。

图 １　基于 Ｍｏｒｒｉｓ法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ｒｒ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
（ａ）开花期　（ｂ）成熟期　（ｃ）产量　（ｄ）地上生物量

　
２２　ＥＦＡＳＴ法敏感性分析结果

通过 ＥＦＡＳＴ法得出不同产量水平和不同年份
下各参数敏感性排序计算得到的 ＴＤＣＣ值均高于
０８７，Ｐ值均低于 ００５，表明不同产量水平和年份
下参数敏感性排序无显著差异，虽然其 ＴＤＣＣ值略
低，但与 Ｍｏｒｒｉｓ法得出的结论一致（表 ５）。以下以
可获得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为例对各输出变量

的敏感性进行分析。

根据 ＥＦＡＳＴ法的全局敏感指数结果（图 ２），开

花期与成熟期均对 Ｐ１Ｄ最敏感，可解释其变化方差
的４２％和３６％，且 Ｐ１Ｄ与其他参数的交互作用较
小。其次是 Ｐ２，可解释开花期和成熟期变化方差的
２１％和 ２０％，参数的交互作用较强，占总效应的
６０％。Ｐ１可解释开花期和成熟期变化方差的 １６％
和１４％，其直接效应占主导。ＶＥＦＦ可解释开花期
和成熟期变化方差的 １２％和 ８％，参数的交互作用
占主导。对成熟期影响敏感的参数还有 Ｐ５，排第 ４
位，解释成熟期差异的 １０％，几乎与其他参数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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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冬小麦产量水平和生长季节下 ＥＦＡＳＴ法敏感性分析的 ＴＤＣＣ和 Ｐ值

Ｔａｂ．５　ＴＤＣＣａｎｄＰ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ＥＦ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产量水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潜在产量水平 可获得产量水平 实际产量水平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ＴＤＣＣ Ｐ值

开花期 ０９３ ９９０×１０－６ ０９７ ３９０×１０－６ ０９６ ４５０×１０－６ ０９６ ４１０×１０－６ ０９６ ４１０×１０－６ ０８７ ３７０×１０－５

成熟期 ０９４ ７２０×１０－６ ０９６ ４５０×１０－６ ０９６ ４８０×１０－６ ０９４ ７５０×１０－６ ０９４ ７５０×１０－６ ０８８ ３３０×１０－５

产量 ０９２ １２０×１０－５ ０９８ ２８０×１０－６ ０９７ ３５０×１０－６ １００ １９０×１０－６ ０９８ ２８０×１０－６ ０９１ １６０×１０－５

地上生物量 ０９４ ８３０×１０－６ ０９７ ３５０×１０－６ ０９７ ３８０×１０－６ １００ １８０×１０－６ ０９９ ２３０×１０－６ ０９３ ９２０×１０－６

图 ２　ＥＦＡＳＴ法计算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作物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Ｆｉｇ．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Ｆ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
（ａ）开花期　（ｂ）成熟期　（ｃ）产量　（ｄ）地上生物量

　
互作用（图２ａ、２ｂ）。

产量和地上生物量均对 ＰＡＲＵＥ最敏感，可解
释其变化方差的３５％和３６％，而且参数间的交互效
应较小，参数的直接影响分别占总效应的 ８０％和
９０％（图２ｃ、２ｄ）。地上生物量敏感的第 ２和第 ３个
参数分别为 Ｐ１Ｄ和 ＰＡＲＵ２，分别解释变化方差的
１６％和１４％，其中 ＰＡＲＵ２的直接影响占总效应的
９０％。Ｐ２、Ｐ１和 ＳＬＡＳ解释地上生物量变化方差的
９％、５％、５％，Ｐ２的交互作用占总效应的 ７０％。对
产量敏感的第２和第 ３个参数分别为 Ｇ２和 Ｇ１，分
别解释变异的 １４％和 １６％，参数间的交互作用较
强，占总效应的将近一半。ＰＡＲＵ２、Ｐ１Ｄ和 Ｐ２均解
释产量变化方差的 ６％，其中 Ｐ２的交互作用较强，
占总效应的８０％。

２３　Ｍｏｒｒｉｓ法与 ＥＦＡＳＴ法比较
目前，对于敏感参数的划定标准尚无定论，本研

究根据前人研究和专家推荐的 Ｍｏｒｒｉｓ法界定 μａｖｅｒａｇｅ＜

μ ＜μｍａｘ的参数为敏感参数，ＥＦＡＳＴ法中界定 ＳＴｉ＞

００５为敏感参数［３４－３５］
。由前面的分析结果可知不

同年份和产量水平下的参数敏感性差异不显著，因

此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３个产量水平下，利用 Ｍｏｒｒｉｓ法
和 ＥＦＡＳＴ得到的 μ和 ＳＴｉ进行加和平均。由这２种
敏感性分析方法得出的开花期、成熟期、产量和地上

生物量这４个输出变量的敏感参数如表 ６所示，敏
感参数基本一致，但各个参数的重要程度略有不同。

在开花期、成熟期和产量的敏感性分析中，Ｍｏｒｒｉｓ法
均低估了 Ｐ２的敏感性，这是由于 Ｐ２与其它参数的
交互作用较强，而 μ不能将参数的交互和非线性效

９２１第 １０期　　　　　　　 　　宋明丹 等：基于 Ｍｏｒｒｉｓ和 ＥＦＡＳＴ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敏感性分析



应分开。在产量敏感性分析中，Ｍｏｒｒｉｓ法低估了 Ｇ２
和 Ｇ１的敏感性，也是由于 Ｇ２和 Ｇ１的非线性效应
或者参数间交互作用较强引起。Ｍｏｒｒｉｓ法中综合考

虑 μ和 σ，得到的结果与 ＥＦＡＳＴ法更接近。如表 ７
所示，两种方法得到的敏感性指数的相关系数均大

于０７６（Ｐ＜０００１），显著相关。

表 ６　Ｍｏｒｒｉｓ法与 ＥＦＡＳＴ法得出的敏感参数

Ｔａｂ．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ｒｏ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ｂｙＭｏｒｒｉｓａｎｄＥＦ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输出变量 敏感性方法 敏感参数

开花期
Ｍｏｒｒｉｓ法 Ｐ１Ｄ Ｐ１ Ｐ２ ＶＥＦＦ

ＥＦＡＳＴ法 Ｐ１Ｄ Ｐ２ Ｐ１ ＶＥＦＦ

成熟期
Ｍｏｒｒｉｓ法 Ｐ１Ｄ Ｐ１ Ｐ５ Ｐ２ ＶＥＦＦ

ＥＦＡＳＴ法 Ｐ１Ｄ Ｐ２ Ｐ１ Ｐ５ ＶＥＦＦ

产量
Ｍｏｒｒｉｓ法 ＰＡＲＵＥ ＰＡＲＵ２ Ｐ１Ｄ Ｇ２ Ｐ１ Ｇ１

ＥＦＡＳＴ法 ＰＡＲＵＥ Ｇ２ Ｇ１ ＰＡＲＵ２ Ｐ１Ｄ Ｐ２

生物量
Ｍｏｒｒｉｓ法 ＰＡＲＵＥ ＰＡＲＵ２ Ｐ１Ｄ Ｐ２ Ｐ１

ＥＦＡＳＴ法 ＰＡＲＵＥ Ｐ１Ｄ ＰＡＲＵ２ Ｐ２ Ｐ１ ＳＬＡＳ

表 ７　Ｍｏｒｒｉｓ法与 ＥＦＡＳＴ法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ｒｒｉｓμ

ａｎｄＥＦＡＳＴＳＴｉ

输出变量 潜在产量水平 可获得产量水平 实际产量水平 平均

开花期 ０９０３ ０９０３ ０９２３ ０９１０

成熟期 ０８３９ ０８３９ ０８７８ ０８５２

产量　 ０７６１ ０７６９ ０８１１ ０７８０

生物量 ０９３７ ０９１１ ０９０８ ０９１９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知，Ｍｏｒｒｉｓ法与 ＥＦＡＳＴ法均
可以筛选出对目标变量影响较大的作物参数。

Ｍｏｒｒｉｓ法所需的模型运行次数较少，省时省力，在模
型本地化应用中操作性更强。而 ＥＦＡＳＴ法精度较
高，定量分析各个参数的一阶和全局敏感指数，在进

行参数的不确定性分析方面更有优势。

３　结论

（１）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３个冬小麦产量水平下，

参数的敏感性排序一致性较高。

（２）Ｐ１Ｄ、Ｐ１、Ｐ２、ＶＥＦＦ均为冬小麦开花期和成
熟期的敏感参数；成熟期对 Ｐ５较敏感；冬小麦产量
和地上生物量均对 ＰＡＲＵＥ、ＰＡＲＵ２、Ｐ１Ｄ、Ｐ１、Ｐ２敏
感；另外产量对 Ｇ２和 Ｇ１也敏感，而地上生物量对
ＳＬＡＳ较敏感。

（３）Ｍｏｒｒｉｓ法与ＥＦＡＳＴ法得出的敏感参数基本
一致，说明 ２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中作物参
数敏感性分析是在特定的气候、土壤、田间管理条件

下进行，筛选出的作物敏感参数仅适用于本研究区

域，在其他差异较大的生产条件下应用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应进行类似的敏感性分析来选择需要
校正的参数。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ｏｌｅｒＣＭＴ，ＳｅｎｔｅｌｈａｓＰＣ，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ＳＭＣＥＲＥＳ Ｍａｉｚ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ａ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ｇｒｏｗｎｏｆｆ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ａ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７，２７（２－４）：１６５－
１７７．

２　ＡｂｅｌｅｄｏＬＧ，ＳａｖｉｎＲ，ＳｌａｆｅｒＧＡ．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Ｅｂｒｏ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ｙ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８，２８（４）：５４１－５５０．

３　ＭａｌｏｎｅＲＷ，ＪａｙｎｅｓＤＢ，ＭａＬ，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ｔｅｓｔ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Ｓ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ＺＷＱ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０，３９（５）：１７１１－１７２３．

４　ＬóｐｅｚＣｅｄｒó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Ｘａｖｉｅｒ，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Ｂｏｏｔｅ，ＢｅｎｉｇｎｏＲｕíｚＮｏｇｕｅｉｒａ，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ＥＲＥＳ Ｍａｉｚ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ｍａｉｚ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ｏ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５，２３（１）：８９－１０２．

５　ＬｉｕＳ，ＹａｎｇＪＹ，ＺｈａｎｇＸＹ，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ｃｒｏｐｙｉｅｌ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ａ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ａｉｚ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１２３：３２－４４．

６　ＨｏｕｌｅｓＶ，ＭａｒｙＢ，ＧｕｅｒｉｆＭ，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ｐｍｏｄｅｌＳＴＩＣＳｔ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ｅ，２００４，２４（６－７）：３３９－３４９．

７　ＳａｌｔｅｌｌｉＡ，ＲａｔｔｏＭ，ＡｎｄｒｅｓＴ，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ｒ［Ｍ］．Ｈｏｂｏｋｅｎ：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９８－１０５．
８　ＭｏｒｒｉｓＭＤ．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１，３３（２）：１６１－１７４．
９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Ｗ Ｎ，ＲｉｐｌｅｙＢＤ．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ＳＰＬＵ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４：５７－６６．

０３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１０　ＳｏｂｏｌＩＭ．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３，１（４）：４０７－４１４．

１１　ＳａｌｔｅｌｌｉＡ，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Ｓ，ＣｈａｎＫＰ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Ｊ］．
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９，４１（１）：３９－５６．

１２　黄敬峰，陈拉，王秀珍．水稻生长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及其对产量遥感估测的不确定性［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
２８（１９）：１１９－１２９．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Ｌａ，ＷａｎｇＸｉｕｚｈ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２，２８（１９）：１１９－１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姜志伟，陈仲新，周清波，等．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作物模型参数全局敏感性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３６－２４２．
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ＥＳＷｈｅａｔ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３６－２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吴锦，余福水，陈仲新，等．基于 ＥＰＩＣ模型的冬小麦生长模拟参数全局敏感性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７）：
１３６－１４２．

１５　刘刚，谢云，高晓飞，等．ＡＬＭＡＮＡＣ作物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Ｊ］．中国农业气象，２００８，２９（３）：２５９－２６３．
ＬｉｕＧａｎｇ，ＸｉｅＹｕｎ，ＧａｏＸｉａｏｆｅｉ，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ＬＭＡＮＡＣｃｒｏｐｍｏｄｅ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９（３）：２５９－２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ＬａｍｂｏｎｉＭ，ＭａｋｏｗｓｋｉＤ，ＬｅｈｕｇｅｒＳ，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ｒｏｐｍｏｄｅｌｓ［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１３（３）：３１２－３２０．

１７　ＪｏｎｅｓＪＷ，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ＰｏｒｔｅｒＣ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ＳＳＡＴ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３，
１８（３）：２３５－２６５．

１８　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Ｔ，ＧｏｄｗｉｎＤＣ，ＯｔｔｅｒＮａｃｋｅＳ．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ａｓ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５８－６６．

１９　ＡｌｌｅｎＲ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ＬＳ，ＲａｅｓＤ，ｅｔａｌ．ＦＡ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６［Ｒ］．Ｒｏｍ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８：２６－４０．

２０　陕西省土壤普察办公室．陕西土壤［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６２－６７．
２１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中国土壤［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９６－３０１．
２２　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中国土种志（第五卷）［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４４－２５４．
２３　ＳａｌｔｅｌｌｉＡ，ＣｈａｎＫ，ＳｃｏｔｔＥＭ．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０：５８－６６．
２４　ＣａｍｐｏｌｏｎｇｏＦ，ＣａｒｉｂｏｎｉＪ，ＳａｌｔｅｌｌｉＡ．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ｍｏｄｅｌ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７，２２（１０）：１５０９－１５１８．
２５　ＣｕｋｉｅｒＲ，ＬｅｖｉｎｅＨ，Ｓｈｕｌｅｒ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７８，２６（１）：１－４２．
２６　徐崇刚，胡远满，常禹，等．生态模型的灵敏度分析［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４，１５（６）：１０５６－１０６２．

ＸｕＣ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ＨｕＹｕａｎｍ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５（６）：１０５６－１０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ＧｉｇｌｉｏｌｉＮ，ＳａｌｔｅｌｌｉＡ，ＪＲ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ｍｌａ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 ０８ ３１］ｈｔｔｐ：∥ｓｉｍｌａｂ．ｊｒｃ．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２８　ＤｏｈｅｒｔｙＪ．ＰＥＳＴ：ａ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ＷａｔｅｒＤｏｗｎＵｎｄｅｒ９４，１９９４：
５５１－５５４．

２９　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ＪｏｎｅｓＪＷ，ＰｏｒｔｅｒＣＨ，ｅｔａｌ．ＤＳＳＡＴ４０Ｖｏｌ．１［Ｒ］．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２００４：１３－２４．
３０　张静潇，苏伟．基于 ＥＦＡＳＴ方法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作物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７（５）：１４９－

１５４．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ＳｕＷｅｉ．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Ｆ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１７（５）：１４９－１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ＩｍａｎＲｏｎａｌｄＬ，ＣｏｎｏｖｅｒＷ Ｊ．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ｏｐｄｏｗ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ｃｈ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８７，２９（３）：３５１－３５７．
３２　ＳａｖａｇｅＩ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ａｎｋ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ｃａｓｅ［Ｊ］．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５６，２７（３）：５９０－６１５．
３３　ＣｏｎｆａｌｏｎｉｅｒｉＲ，ＢｅｌｌｏｃｃｈｉＧ，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ＲＭ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ｃｒｏ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０，２５（４）：４７９－４８８．

３４　ＨａｙｔｈｅｍＢＴ，ＬａｒｄｙＲ，ＢａｒｒａＶ，ｅ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ｕ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ｒｒ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６６：４２－５７．

３５　ＤｅＪｏｎｇｅＫＣ，ＡｓｃｏｕｇｈＪＣ，ＡｈｍａｄｉＭ，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３１：１１３－１２５．

（下转第 １６６页）

１３１第 １０期　　　　　　　 　　宋明丹 等：基于 Ｍｏｒｒｉｓ和 ＥＦＡＳＴ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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