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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常规气象资料估算南方地区日辐射总量方法比较

向友珍１，２　吴立峰３　张富仓１，２　范军亮１，２　鲁向晖３　王荚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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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地表总辐射量（Ｒｓ）是作物生长模型和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估算的重要基础数据，但我国只有约１／２０的
气象站能够直接观测Ｒｓ。由于气温资料很容易获得，使用基于基本气象资料的经验模型是估算 Ｒｓ的常用方法。
以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南方２０个气象站的气象资料为基础，对Ｂｒｉｓｔｏｗ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Ｂ Ｃ）方法和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Ｈａｒｇ）方法
各６种不同形式重新进行了参数率定，并对以上方法和支持向量机１５种参数输入形式进行了适用性评价，结果表
明：支持向量机模型整体好于Ｂ Ｃ方法和Ｈａｒｇ方法。其中，以最高温度（Ｔｍａｘ）、最低温度（Ｔｍｉｎ）、相对湿度（ＲＨ）

和降水量（Ｐ）为输入变量的支持向量机模型精度最高，其２０站平均Ｒ２达到０８０、ＲＭＳＥ平均为３２０ＭＪ／（ｍ２·ｄ），
且在包含降雨量资料后，不存在Ｒｓ为负或大于地外总辐射量（Ｒａ）的问题。仅有温度资料时，支持向量机模型的２０

站平均Ｒ２为０７４，ＲＭＳＥ为３７２ＭＪ／（ｍ２·ｄ）。不同输入变量对支持向量机模型预报Ｒｓ的精度影响不同，输入变量
为Ｔｍａｘ和Ｔｍｉｎ优于输入变量为ΔＴ；而除温度资料外，当拥有相对湿度和降水量资料时，模型优劣依次表现为 ＲＨ＋

Ｐ、ＲＨ、Ｐ。经验模型中Ｂ Ｃ方法的 Ｍ１和 Ｍ３以及 Ｈａｒｇ方法的 Ｍ１０和 Ｍ１２模型精度较好，其 Ｒ２为０６９～０７０、
ＲＭＳＥ在４００ＭＪ／（ｍ２·ｄ）左右，但Ｍ１０和Ｍ１２模型对气象资料要求更高，除日温度差外，需要降水量资料，同时还
存在有降水时日Ｒｓ严重高估或负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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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量，即地表总辐射量

（Ｒｓ）是地球 大气系统能量平衡的关键因素［１］。准

确估算Ｒｓ对于作物系统模型
［２－３］和蒸发蒸腾量估

算［４］等领域都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建设和维护

成本很高，辐射量观测受到很大限制，其数据并不像

常规日照时数、气温等气象数据那样容易获得［１］。

我国建设了２０００多个气象站，然而能观测辐射量
的气象站仅为１００多个，尚在运行且连续观测３０ａ
以上的站点仅为５０多个。

为了解决Ｒｓ观测资料不足的问题，许多学者建
立了多种估算 Ｒｓ的替代方法，如经验模型

［１，５－７］、卫

星图像［８－９］、随机天气模型［１０－１１］、机器学习［１２－１４］等

方法。其中，基于日照时数的 ?ｎｇｓｔｒｍ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法
是国内外应用最广泛且精度较高的方法［１５］，但该方

法也会受到日照资料不足的限制［１］。为了解决日

照资料不足的限制，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１６］提出了采用
日最高、最低温度差作为自变量来建立与 Ｒｓ回归关
系的经验模型（Ｈａｒｇ模型），ＡＬＬＥＮ等［１７］在 ＦＡＯ５６
中推荐了一种用于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估算的改进

Ｈａｒｇ模型。ＢＲＩＳＴＯＷ等［１８］采用当日最高和近２日
最低温度平均值的差作为自变量建立了具有一定物

理意义的经验模型（Ｂ Ｃ模型），该模型可以解释
美国３个地区７０％～９０％的辐射变化。ＬＩＵ等［１］详

细对比了Ｈａｒｇ模型和 Ｂ Ｃ模型多种改进形式在
我国北方地区的适用性，发现在计算温度差时使用

单日最低温度比使用２日最低温度平均值精度更
高，Ｈａｒｇ模型在我国应用需要重新率定参数。

随着信息技术和统计理论的发展，机器学习算

法在解决非线性问题方面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其中

支持向量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ＳＶＭ）是
ＶＡＰＮＩＫ在发展统计学习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
型机器学习算法，其主要思想是建立一个分类超平

面作为决策曲面，使得两类样本（或者多个分类样

本）之间的隔离边缘被最大化，该方法是结构风险

最小化的近似实现［１９］。与常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相比，支持向量机不容易出现陷入局部最优问题，并

且提高了泛化能力［２０］。目前，支持向量机已经被成

功应用于土壤水分参数预测［２１］、辐射估算［１２－１３］、蒸

发蒸腾量估算［２０］等领域。ＣＨＥＮ等［１２］研究了日照

时数、相对湿度、日温度差、水汽压为输入变量的支

持向量机预测Ｒｓ精度，发现输入变量为日照时数和
日温度差的支持向量机预测精度最高。然而该方法

也容易受到日照资料不足的限制［５］。此外，许多研

究表明引入降水资料有助于提高 Ｒｓ模型的预测精
度［２２－２４］，但也会产生 Ｒｓ严重高估或为负值的问题，
而关于支持向量机 Ｒｓ预测能否改进高估和负值的
问题还未见报道。因此，本文尝试以我国南方地区

２０个辐射站的温度、相对湿度和降水量资料为基
础，采用Ｈａｒｇ模型和Ｂ Ｃ模型各６种不同形式以
及支持向量机１５种参数输入形式，对南方地区辐射
模型适用性进行评价，探寻适宜南方各地区的基于

温度资料的辐射估算方法，以期为南方地区气象资

料不足情况下 Ｒｓ的准确预测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
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选取我国南方地区总辐射资料比较完整的２０

个气象站，这些站点分别位于四川、湖北、安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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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和海南

等１２个省级行政区。由于长沙站和重庆站曾经进
行迁站，可能会给研究结果的精度带来一定影响，故

重庆和湖南并未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布如图１所
示。该区域气候差异明显，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气象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共享服务网，包括日总

辐射量、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相对湿度

和日降水量资料，自然景观包括盆地、高原、山峰、丘

陵和平原。

１２　经验模型
基于温度的１２个经验模型（Ｍ１、Ｍ２、…、Ｍ１２）

如表２所示。

图１　研究区和站点概况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ａｎ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１　南方２０个气象站概况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ｗｅｎｔ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

站号 站名
纬度／

（°）

经度／

（°）
高程／ｍ

数据缺失

率／％

日温度差／

℃

总辐射Ｒｓ／

（ＭＪ·ｍ－２·ｄ－１）

相对湿度／

％

平均降水

量／ｍｍ

１ 峨眉山 ２９５２ １０３２０ ３０４８６ ６４ ８４ １６８ ８００ １６７０

２ 丽江 ２６８７ １００１３ ２３９４４ １３７ １１７ １７５ ６０５ ９８０

３ 腾冲 ２５０２ ９８３０ １６４８７ ９６ １１２ １６３ ７３８ １５３２

４ 昆明 ２５０２ １０２４１ １８９６８ １０８ １０４ １６７ ６７１ ９７９

５ 景洪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４８ ５５３６ １０９ １２１ １６３ ７７９ １１８１

６ 蒙自 ２３３８ １０３２３ １３０１７ １４３ ９６ １７０ ６８１ １５１２

７ 宜昌 ３０７０ １１１１８ １３４３ １２６ １０３ １５５ ７０２ １１６１

８ 武汉 ３０６２ １１４０８ ２７０ １０６ ９０ １５３ ６９９ １３１６

９ 贵阳 ２６５８ １０６４３ １０７４３ ２１１ ９８ １５８ ７１７ １０７３

１０ 桂林 ２５３２ １１０１８ １６６２ １２７ ９０ １５６ ６９５ １８８８

１１ 赣州 ２５８５ １１４５７ １２４７ １６０ ９７ １５９ ６９６ １４４６

１２ 南京 ３２００ １１８４８ １２５ １１１ ９７ １５２ ６９６ １０９１

１３ 合肥 ３１８７ １１７１４ ３６５ ８９ ９５ １５７ ６９１ １００１

１４ 杭州 ３０２３ １２０１０ ４３２ １２４ ９４ １５６ ６８６ １４３８

１５ 南昌 ２８６０ １１５５５ ４５７ １３０ ８２ １５８ ７０２ １６１４

１６ 福州 ２６０８ １１９１７ ８５４ １４２ ９２ １５９ ６９７ １３９２

１７ 广州 ２３０２ １１３２０ ４２ １１２ ８４ １３９ ７１３ １８０１

１８ 汕头 ２３４０ １１６４１ ７３ １１９ ７３ １６７ ７４４ １６１８

１９ 南宁 ２２８２ １０８２１ ７３７ １４５ ９４ １５７ ７６５ １２９０

２０ 海口 ２００３ １１０２１ １８０ １３５ ７１ １７０ ８０２ １６５６

　　注：数据起止年份为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日温度差、总辐射量、相对湿度和降水量为３３ａ平均值。

１３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由 ＶＡＰＮＩＫ课题组［３３］提

出的一种数据分类方法。其后 ＶＡＰＮＩＫ［３４］提出了 ε
不敏感函数（εＳＶＲ）使支持向量机能够解决回归问
题。该方法的思想为：首先假定一线性问题，其数据

集可表示为

Ｇ＝｛（ｘｉ，ｄｉ）｝
ｎ
ｉ （１）

式中　ｘｉ———输入向量
ｄｉ———目标值　　ｎ———数据量

可以表示为函数关系

ｆ（ｘ）＝ｗφ（ｘ）＋ｂ （２）
其中φ（ｘ）为向量空间ｘ的高维超平面，ｗ和 ｂ通过

结构风险最小化来确定，参照文献［３４］，其计算式
为

　ＲＳＶＭｓ（Ｃ）＝Ｃ
１
ｎ∑

ｎ

ｉ＝１
Ｌ（ｄｉ，ｙｉ）＋

１
２‖ｗ‖

２ （３）

式中　１２‖ｗ‖
２———置信风险项

Ｃ———罚参数，用于平衡经验风险与置信风
险的重要性，Ｃ越大经验风险项所起作
用越大

Ｃ１ｎ∑
ｎ

ｉ＝１
Ｌ（ｄｉ，ｙｉ）为经验风险，可以看作是考

虑误差的目标样本与预测值的算术平均值，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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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基于温度的经验模型
Ｔａｂ．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编号 模型　　　　　　 参数　 来源　

Ｍ１ Ｒｓ＝ａ（１－ｅｘｐ（－ｂΔＴｃ））Ｒａ ａ、ｂ、ｃ 文献［１８］

Ｍ２ Ｒｓ＝０７５（１－ｅｘｐ（－ｂΔＴ２））Ｒａ ｂ 文献［２５］

Ｍ３ Ｒｓ＝ (ａ (１－ｅｘｐ －ｂΔＴ
ｃ

Ｒ ) )ａ
Ｒａ ａ、ｂ、ｃ 文献［２６］

Ｍ４ Ｒｓ ( (＝０７５ １－ｅｘｐ －ｂΔＴ
２

Ｒ ) )ａ
Ｒａ ｂ 文献［２７］

Ｍ５ Ｒｓ＝ａ（１－ｅｘｐ（－ｂｆ（Ｔａｖｇ）ΔＴｃ））Ｒａ ａ、ｂ、ｃ 文献［２８］
ｆ（Ｔａｖｇ）＝００１７ｅｘｐ（ｅｘｐ（－００５３ＴａｖｇΔＴｃ））Ｒａ

Ｍ６ Ｒｓ＝０７５（１－ｅｘｐ（－ｂｆ（Ｔａｖｇ）ΔＴ２））Ｒａ ｂ 文献［２７］
ｆ（Ｔａｖｇ）＝００１７ｅｘｐ（ｅｘｐ（－００５３ＴａｖｇΔＴ２））Ｒａ

Ｍ７ Ｒｓ＝ａ Δ槡 ＴＲａ ａ 文献［１６］

Ｍ８ Ｒｓ＝ａ（１＋２７×１０－５ｈ） Δ槡 ＴＲａ ａ 文献［２９］

Ｍ９ Ｒｓ＝（ａ Δ槡 Ｔ＋ｂ）Ｒａ ａ、ｂ 文献［３０］

Ｍ１０ Ｒｓ＝ａΔＴｂ（１＋ｃＰ＋ｄＰ２）Ｒａ ａ、ｂ、ｃ、ｄ 文献［３１］

Ｍ１１ Ｒｓ＝ａ Δ槡 ＴＲａ＋ｂ ａ、ｂ 文献［３２］

Ｍ１２ Ｒｓ＝ａ Δ槡 ＴＲａ＋ｂＴｍａｘ＋ｃＰ＋ｄＰ２＋ｅ ａ、ｂ、ｃ、ｄ、ｅ 文献［３２］

　　注：Ｒｓ为地表总辐射，ＭＪ／（ｍ２·ｄ）；ΔＴ为日温度差，℃；Ｒａ为地外总辐射，ＭＪ／（ｍ２·ｄ）；Ｐ为降水量，ｍｍ；Ｔｍａｘ为日最高温度，℃；Ｔａｖｇ为日平

均气温；ｈ为高程，ｍ；下同。

式为

　Ｌε（ｄｉ，ｙｉ）＝
｜ｄ－ｙ｜－ε （｜ｄ－ｙ｜＞ε）
０ （｜ｄ－ｙ｜≤ε{ ）

（４）

式中　ε———训练样本的可接受误差
为了确定ｗ和ｂ，对于线性不可分问题，通过引

入正的松弛变量允许一定程度的分类错误，式（２）
可以转换为原始式（３）加入松弛因子（ζｉ和 ζｉ）的
形式

ｍｉｎＲＳＶＭｓ（ｗ，ζ
（））＝１２‖ｗ‖

２＋Ｃ∑
ｎ

ｉ＝１
（ζｉ，ζｉ）

（５）
约束条件为

ｄｉ－ｗφ（ｘｉ）－ｂｉ≤ε＋ζｉ （ζｉ≥０）

ｗφ（ｘｉ）＋ｂｉ－ｄｉ≤ε＋ζｉ （ζｉ≥０{ ）
（６）

可见，该问题转换为了凸二次规划问题，全局有

唯一的最小值。

最后，通过引入拉格朗日乘子并利用目标函数

和约束条件，式（３）的决策函数可以写为

ｆ（ｘ，ａｉ，ａｉ）＝∑
ｎ

ｉ＝１
（ａｉ－ａｉ）Ｋ（ｘｉ，ｘ）＋ｂ（７）

该函数满足 Ｍｅｒｃｅｒ定理，Ｋ（ｘｉ，ｘ）被称为核函
数，使用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３４］

Ｋ（ｘ，ｘｉ）＝ｅ
－γ‖ｘｉ－ｘ‖２　（γ＞０） （８）

式中，当输入为１个变量时，γ取１，当输入变量
为Ｎ个时，γ取１／Ｎ［３４］。表３为支持向量机１５种参
数输入形式。

表３　支持向量机输入变量形式
Ｔａｂ．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ｐｕ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模型编号 输入参数

Ｓ１ ΔＴ

Ｓ２ １／ｅｘｐ（ΔＴ）

Ｓ３ ｌｇΔＴ

Ｓ４ ΔＴ／２

Ｓ５ ΔＴ２

Ｓ６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Ｓ７ Ｔａｖｇ、ΔＴ

Ｓ８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ΔＴ

Ｓ９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Ｔａｖｇ
Ｓ１０ ＲＨ、ΔＴ

Ｓ１１ Ｐ、ΔＴ

Ｓ１２ ＲＨ、Ｐ、ΔＴ

Ｓ１３ ＲＨ、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Ｓ１４ Ｐ、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Ｓ１５ ＲＨ、Ｐ、Ｔｍａｘ、Ｔｍｉｎ

　　注：Ｔｍｉｎ为日最低温度，℃；ＲＨ为相对湿度；下同。

１４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选取２０个气象站的每日气象资料（包括总辐

射量、２０：００—２０：００降水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和相对湿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

数据共享服务网地面观测数据中的日值数据集。尽

管数据集数据已经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为了比较

不同Ｒｓ估算法的精度，还是对气象资料进行了如下
处理：①当每日气象资料有一项及以上数据缺失，则
删除该日全部数据。②当地表总辐射（Ｒｓ）大于地
外总辐射（Ｒａ）时，则删除该日全部数据。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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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３３ａ，前３０ａ数据用于参数率定，后３ａ数据用
于模型验证。

使用Ｒｓ估算方法常用的３个评价指标：决定系
数（Ｒ２）、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和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ｎＲＭＳＥ），其中Ｒ２和ＲＭＳＥ用于模型参数率定和验
证，ｎＲＭＳＥ用于筛选出各站精度最高的模型，各计
算式为

Ｒ２ [＝
∑
ｎ

ｉ＝１
（Ｃｉ－Ｃ）（Ｐｉ－Ｐ）

∑
ｎ

ｉ＝１
（Ｃｉ－Ｃ）

２∑
ｎ

ｉ＝１
（Ｐｉ－Ｐ）槡

]
２

２
（９）

ＲＲＭＳ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Ｃｉ－Ｐｉ）槡

２ （１０）

ｎＲＭＳＥ＝
ＲＲＭＳＥ
Ｃ

（１１）

式中　Ｃｉ———观测值　　Ｐｉ———预测值

Ｃ———观测值平均值
Ｐ———预测值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经验辐射模型参数取值
基于温度资料的各个辐射模型在我国南方地区

参数值如表４所示。尽管Ｂ Ｃ系列模型为经验模
型，但其参数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如Ｍ１、Ｍ３和Ｍ５
模型中，参数ａ可以看作完全晴空下的 Ｒａ的衰减比
例，ｂ和ｃ可以看作Ｒａ衰减幅度的调整系数。Ｍ１模
型率定后参数ａ值介于０５２～０８３之间，其平均值
为０６１，低于Ｍ２模型（Ｍ１模型简化版）的０７５，其
变异系数（ＣＶ）为 １３４％，在 ３个参数中 ＣＶ值最
小。率定后参数 ｃ值介于１２８～３０４之间，ＣＶ值
为１６８％，其平均值为２２１，比 Ｍ２模型相对应默
认值（２００）高１０％。参数 ｂ变化最剧烈，ＣＶ值为
０７３９。参数 ｂ与 ｃ存在极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Ｒ２为０６０。Ｍ２模型中，有３个站参数
ａ与其他站差别较大，分别是峨眉山、汕头和海口
站，由于汕头和海口站模型验证的实测值与预测值

的Ｒ２分别仅为０５８和０５５，模型精度不高是造成
ａ值变化较大的原因，而峨眉山站日平均温度差较
小（８４℃），造成 ΔＴ２项相比其他站变化速率较慢，
因此参数ａ变化更剧烈。

Ｍ３模型结构上与 Ｍ１模型类似，由于自然对
数项为负值，其指数项除以 Ｒａ后，该项比 Ｍ１有所
下降，故 ａ值与 Ｍ１模型相比略有降低，除峨眉山、
腾冲和贵阳站外，与 Ｍ１模型参数 ａ相差不大，平
均值为０５８，ＣＶ值为１２４％，但参数 ｂ和 ｃ的 ＣＶ

值相比 Ｍ１模型相应参数更大，其中 ｃ值介于
１２３～３４０之间，均值为２４８，比 Ｍ４模型相对应
默认参数（２００）高２４％。Ｍ４模型参数ａ不如Ｍ２
模型的参数 ａ变化剧烈，其值介于０３２～０７７之
间，ＣＶ值为 ２６３％，与 Ｍ２模型相似，峨眉山、汕
头和海口站的参数 ａ与其他站差异较大。Ｍ５和
Ｍ６模型参数随站点变化规律与 Ｍ１和 Ｍ２模型相
似。

Ｍ７模型参数ａ值介于０１２～０１７之间，平均
值为０１５，ＣＶ值为８５％，其中３个沿海站中汕头
和海口站参数 ａ分别排第１和第２，福州站略低于
平均值。Ｍ８模型是Ｍ７模型中增加了高程修正项，
其高程修正采用了线性函数。由于本文中大多数站

点海拔高度低于１０００ｍ，因此大多数修正项对参数
ａ的影响均在５％以内，两模型在精度上基本相同。
因此，该模型的默认参数（２７×１０－５）可能需要进
一步修正。

Ｍ９模型参数ａ值介于０１６～０３２之间，均值
为０２４，ＣＶ值为１３０％，其中热带雨林区的景洪站
和腾冲站ａ值最小和次小，而峨眉山站最高，华中地
区各站差异在００２以内，可见气候条件对该模型参
数影响较大。参数 ｂ值介于 －０４１～－００６之间，
均值为－０３１，ＣＶ值为２６６％，其趋势与参数 ａ呈
现显著负相关关系（Ｒ２＝０８６），峨眉山站的参数 ｂ
值最小，景洪站最大。

Ｍ１０模型参数增至 ４个，其中参数 ａ值介于
００５～０１６之间，均值为００９，变异系数３２０％；参
数ｂ值介于０４６～０９８之间，均值为０７８，变异系
数在４个参数中最小为１６２％，参数 ｃ各站均为负
值，其乘以降水量后绝对值大于参数 ｄ乘以降水量
的平方项，对模型结果影响大于后者，考虑到参数

ａ、ΔＴｂ和Ｒａ均为正数，当降水量较大时（１００ｍｍ及
以上），武汉和南昌站会出现Ｒｓ为负的情况，这会给
模型带来不确定性。

Ｍ１１模型在Ｍ７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常数项来修
正整体偏移情况，这种改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

模型整体低估或者高估的情况。与 Ｍ７模型相比，
Ｍ１１模型参数ａ值变化范围为０５％ ～８５％，相应
参数 ｂ值介于 －８３８～－０５３之间，平均值为
－５２２。假定 ΔＴ为定值时，Ｍ１１与 Ｍ７模型相比，
曲线斜率更大，而与ｙ轴截距更小，结合 Ｍ１１与 Ｍ７
模型ＲＭＳＥ箱线图（图３ｂ）整体降低可以看出，改进
后的模型对于Ｒｓ较大时的模拟精度会有所提高。

Ｍ１２模型需要日温度差、日最高气温和降水量
资料，该模型可以分解成日温度差项、日最高气温

项、降水量项和常数项组成，且参数也最多，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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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参数ａ值介于００６～０１８之间，均值为０１６，
与Ｍ９模型相似，其在峨眉山站最高，景洪站最小。
参数ｂ值用来调节最高气温对 Ｒｓ的影响，其变化非
常剧烈，最小的杭州站仅为００２，最大的景洪站达
到０５５６，可以看出日温度差和日最高气温２项中，
景洪站Ｒｓ与其他站存在一定差异，其日最高温度项

对Ｒｓ贡献更大。降水量项中参数 ｃ为负值，ｄ为正
值，即当降水量很小时，ｃＰ＋ｄＰ２会呈现负值，而降
水量足够大时，ｃＰ＋ｄＰ２反而会变成正值，这可能会
给模型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由于该模型为加法

形式，不会出现Ｍ１１模型在某些降水量较大情况下
Ｒｓ为负的问题。

表４　基于温度资料的辐射模型参数值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

站名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ａ ｂ ｃ ｂ ａ ｂ ｃ ｂ

峨眉山 ０８３ ００２３ １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７７ ０７３ １９０ ０６４

丽江 ０７３ ００１３ １９５ ００１１ ０７１ ０４９ １９７ ０４１

腾冲 ０７６ ００５２ １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７１ ２３６ １２３ ０３９

昆明 ０６９ ００１１ ２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６６ ０３６ ２２０ ０４０

景洪 ０５７ ００１３ ２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５６ ０４２ ２２５ ０３３

蒙自 ０６５ ００２０ １９４ ００１３ ０６３ ０６４ ２０１ ０４５

宜昌 ０５８ ０００７ ２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５５ ０１１ ２８１ ０３２

武汉 ０５２ ０００６ ２７７ ０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０９ ３３２ ０４３

贵阳 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１９８ ０００９ ０５５ ０２８ ２３８ ０３３

桂林 ０５９ ００１８ ２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５６ ０４３ ２２７ ０４１

赣州 ０５７ ００１２ ２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５５ ０２５ ２６０ ０４２

南京 ０５６ ００１１ ２３６ ００１２ ０５４ ０２１ ２７４ ０４１

合肥 ０５６ ０００９ ２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５４ ０１５ ２９１ ０４２

杭州 ０５８ ０００８ ２４６ ００１２ ０５６ ０１４ ２８３ ０４１

南昌 ０５５ ０００４ ３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５４ ００８ ３４０ ０５５

福州 ０５９ ０００９ ２４１ ００１２ ０５７ ０１８ ２７１ ０４２

广州 ０５５ ０００８ ２４７ ００１２ ０５３ ０２３ ２６２ ０４０

汕头 ０５８ ００２０ ２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５５ ０５０ ２６６ ０７７

南宁 ０５８ ００１６ ２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５５ ０３１ ２５４ ０４６

海口 ０５４ ００４０ ２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５３ ０９７ ２２９ ０７０

站名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ａ ｂ ｃ ｂ ａ ａ ａ ｂ

峨眉山 ０５３６ ０８７７ ２４３４ １０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１ ０３１９ －０４１４

丽江 ０７３２ ０７８６ １９５０ ０６６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１ ０２６９ －０３６１

腾冲 ０７４８ ２９７９ １３１２ ０６４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３

昆明 ０６８５ ０６７９ ２０８２ ０６７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６ ０２７７ －０３９２

景洪 ０５６６ ０７６４ ２１７４ ０５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８

蒙自 ０６４６ １１６１ １９４７ ０７４８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５

宜昌 ０５８６ ０４６１ ２２９６ ０５３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０２５４ －０３６８

武汉 ０５２０ ０３７９ ２７５０ ０７１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５１ －０３１２

贵阳 ０５８１ ０７７６ ２０５７ ０５４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１ ０２４３ －０３３８

桂林 ０５９３ １０５１ １９９９ ０６６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２４８ －０３１７

赣州 ０５７１ ０７３２ ２２４９ ０６８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２９０

南京 ０５５７ ０６７０ ２３５１ ０６７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４

合肥 ０５６２ ０５２６ ２４５３ ０６９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６２ －０３４２

杭州 ０５７８ ０４７０ ２４４９ ０６７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２６８ －０３６６

南昌 ０５４７ ０２６１ ３０２４ ０８９８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２８５ －０３６２

福州 ０５８７ ０５０４ ２４１０ ０７０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９ －０３８８

广州 ０５４９ ０４６７ ２４７３ ０６７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０２７６ －０３９６

汕头 ０５７５ １２０２ ２３６２ １２６８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２９３ －０３１４

南宁 ０５８５ ０９１５ ２１５３ ０７４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５１ －０３０４

海口 ０５４２ ２３３９ ２０５０ １１５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０９

６８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续表４

站名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ａ ｂ ｃ ｄ ｅ

峨眉山 ００７７ ０８９０ －００１４ ７２０×１０－５ ０２１７ －４６７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６１ －０２８８ １５×１０－３ －２２９５

丽江 ００８９ ０７５２ －００１３ １４４×１０－４ ０１８６ －２８３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４ －０３９４ ４７×１０－３ －１０８２

腾冲 ０１０２ ０６６７ －００１１ ９２２×１０－５ ０１７８ －３１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２４５ －０３３５ ３７×１０－３ －２１６６

昆明 ００８１ ０７８７ －００２０ １７６×１０－４ ０２１２ －６２１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９ －０４０６ ３７×１０－３ －５１５９

景洪 ０１５９ ０４５８ －００１０ ６８６×１０－５ ０１４４ －０５３４ ００６４ ０５５６ －０１８８ １５×１０－３ －７７７５

蒙自 ０１１７ ０６４６ －００２２ ２４５×１０－４ ０１８５ －２９５２ ０１３４ ０２５５ －０４１０ ４４×１０－３ －３２３６

宜昌 ００４６ ０９７７ －００１５ ８８８×１０－５ ０１８９ －５８３７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６ －０２５９ １４×１０－３ －４８３６

武汉 ００８７ ０７４９ －００１９ ７２８×１０－５ ０２０３ －５７８５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０ －０２６９ １０×１０－３ －４０７７

贵阳 ００４９ ０９４８ －００１９ １６３×１０－４ ０１９４ －６７３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９４ －０２６９ １９×１０－３ －５９１５

桂林 ００６７ ０８５３ －００１４ ６３９×１０－５ ０２００ －６１９９ ０１６８ ０１０５ －０２００ ９４×１０－４ －４９４８

赣州 ００８５ ０７６０ －００２０ １６１×１０－４ ０２０８ －６４７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０ －０２９０ ２３×１０－３ －４７３０

南京 ０１０６ ０６５８ －００２４ １５１×１０－４ ０１８３ －３８７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４１ －０３３７ ２０×１０－３ －２２１４

合肥 ００８２ ０７８４ －００２８ １８６×１０－４ ０１９７ －５０４８ ０１８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５６ ２０×１０－３ －３３２６

杭州 ００７４ ０８２７ －００２４ １７０×１０－４ ０１９６ －５２８２ ０１７８ ００２０ －０３６１ ２６×１０－３ －２９４１

南昌 ００８５ ０８１５ －００２０ ９５８×１０－５ ０２２０ －６２５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９ －０２８９ １３×１０－３ －３９９８

福州 ００６２ ０９１６ －００２０ １４３×１０－４ ０２０９ －６３５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２ －０２９５ １８×１０－３ －５６２５

广州 ００５７ ０９３７ －００１５ ８２９×１０－５ ０２０１ －６４２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２ －０２３３ １３×１０－３ －５７９５

汕头 ０１２６ ０６８６ －００１７ ９１１×１０－５ ０２５６ －７４１４ ０１７８ ０３０５ －０２７０ １４×１０－３ －７７６２

南宁 ００８３ ０７７１ －００１２ ５９３×１０－５ ０２３０ －８３７７ ０１６５ ０２６７ －０２０９ １１×１０－３ －８８２０

海口 ０１２４ ０６８０ －００１３ ４９４×１０－５ ０２１２ －４０９７ ０１１８ ０５１７ －０２３３ ９３×１０－４ －９７５２

２２　经验辐射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
为了进一步评估不同经验辐射模型的精度，计

算了验证结果的 ｎＲＭＳＥ，各个站点 ｎＲＭＳＥ最小的
经验辐射模型如图 ２所示。总体上看，各个站点
ｎＲＭＳＥ最小的模型中，Ｒ２介于０６１２～０７８１之间，
ＲＭＳＥ介于２７８５～４５８２ＭＪ／（ｍ２·ｄ）之间，ｎＲＭＳＥ
介于０１～０２之间的站点有４个，小于０３的站点
有１２个，大于０４的站点有２个，分别是贵阳和杭
州站，图２ｉ和图２ｎ表明，当 Ｒｓ小于１０ＭＪ／（ｍ

２·ｄ）
时，Ｍ１和Ｍ１０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而在大于
１０ＭＪ／（ｍ２·ｄ）后，模型预测值相对实测值存在严重
的低估。

对基于温度的经验辐射模型进行参数率定，实

测值与模拟值决定系数（Ｒ２）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的箱线图如图３所示。总体上看，Ｂ Ｃ系列模型
中，Ｍ１和Ｍ３精度较高，Ｈａｒｇ模型中Ｍ１０和Ｍ１２模
型精度较高，Ｍ５和Ｍ６模型在个别站点（峨眉山站）
模拟 精 度 较 差，其 Ｒ２低 于 ０４，ＲＭＳＥ也 在
６ＭＪ／（ｍ２·ｄ）以上。从结构相似的模型比较可以看
出，与Ｍ１模型相比，Ｍ２模型在固定２个参数后，Ｒ２

平均下降００２，ＲＭＳＥ平均上升０２５ＭＪ／（ｍ２·ｄ）。
与Ｍ３相比，Ｍ４模型的 Ｒ２平均下降００４，ＲＭＳＥ平
均提高０３５ＭＪ／（ｍ２·ｄ）。对比Ｍ７和Ｍ８模型可以
看出，增加高程信息后，率定精度并无明显改善。与

Ｍ７模型相比，Ｍ１２模型在增加降水量信息后，Ｒ２平
均提高００８，ＲＭＳＥ平均下降０８ＭＪ／（ｍ２·ｄ）。

基于温度的经验辐射模型验证实测值与预测值

Ｒ２和ＲＭＳＥ如图４所示。Ｍ５和 Ｍ６模型个别站点
（峨眉山站）Ｒ２和 ＲＭＳＥ仍明显低于其他方法。和
Ｍ１相比，对于海口站，Ｍ２方法Ｒ２下降００４，而箱线
图中位值相差不大，说明对于１／２以上站点，在参数
减少２个后，Ｒ２变化不明显，ＲＭＳＥ的箱线图上下四
分位线和中位线增加在 ０２ＭＪ／（ｍ２·ｄ）以内。和
Ｍ３相比，Ｍ４模型Ｒ２箱线图上下四分位线下降００４
和００８，说明模型存在过度简化问题。Ｍ７和Ｍ８方
法Ｒ２和ＲＭＳＥ基本相同，说明以高程的线性函数作
为修正系数对精度无提高作用。与 Ｍ７模型相比
Ｍ１０模型结构稍作变化且增加了２个参数和降水量
资料后模型精度略有提高，其Ｒ２箱线图上四分位线
和中位线提高在００２以内，ＲＭＳＥ箱线图上四分位
线和中位线下降０２ＭＪ／（ｍ２·ｄ）左右。与 Ｍ１１模
型相比，Ｍ１２模型变化较大，其增加了最高温度和降
水量资料，而参数也增加了３个，但 Ｒ２整体提高了
００５以 上，除 杭 州 站 外，ＲＭＳＥ整 体 下 降 了
０５ＭＪ／（ｍ２·ｄ）。总体上看，Ｂ Ｃ系列模型中，Ｍ１
和Ｍ３模型好于其余 ４个模型，而 Ｈａｒｇ系列模型
中，Ｍ１０和Ｍ１２好于其余４个模型，而这４个模型
中，Ｍ１０和Ｍ１２只是在ＲＭＳＥ箱线图的上四分位线
降低不足０２ＭＪ／（ｍ２·ｄ）。
２３　支持向量机辐射模型

各个站点ｎＲＭＳＥ最小的支持向量机辐射模型
如图５所示。总体上看，各个站点ｎＲＭＳＥ最小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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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站最适宜经验模型的观测值与预测值散点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ｓｉｔｅ

　
型中，Ｒ２介于０６８６～０８７６之间，ＲＭＳＥ介于２５８２～
４７６５ＭＪ／（ｍ２·ｄ）之间，ｎＲＭＳＥ介于０１～０２之间
的站点有５个，小于０３的站点有１６个，无大于０４
的站点，精度最差的也是杭州和贵阳站，贵阳站 Ｒｓ

存在整体高估是造成精度不佳的主要原因（图５ｉ），
杭州站与其他站相比３０ＭＪ／（ｍ２·ｄ）强辐射天气较
多，且模型 Ｒｓ预测值与实测值相比存在严重低估
（图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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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经验温度模型率定的Ｒ２和ＲＭＳＥ

Ｆｉｇ．３　Ｒ２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图４　经验温度模型验证的Ｒ２和ＲＭＳＥ

Ｆｉｇ．４　Ｒ２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对比图２和图５可以看出，各站预测精度最高

的经验辐射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相比，Ｒ２低
００２７～０１２５，ＲＭＳＥ低 ０１４～１０９ＭＪ／（ｍ２·ｄ），
ｎＲＭＳＥ低１３％～８７％，且在加入降水量资料后不
存在经验模型的严重高估和负值问题，说明在该地

区支持向量机模型总体上精度好于经验辐射模型。

南方２０站基于支持向量机 Ｒｓ验证结果的 Ｒ
２

和ＲＭＳＥ箱线图如图６所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与Ｓ１相比，Ｓ２类型精度更差，但 Ｓ１与 Ｓ３、Ｓ４和 Ｓ５
模型的Ｒ２和 ＲＭＳＥ几乎完全相同（图６）。以上说
明支持向量机对输入变量的次数不敏感，这可以极

大简化输入变量的形式组合，使应用者更关注于输

入参数本身。Ｓ６～Ｓ９的 Ｒ２和 ＲＭＳＥ基本相同，并
且Ｓ１３、Ｓ１４和 Ｓ１５的 Ｒ２分别略高于（ＲＭＳＥ略低
于）Ｓ１０、Ｓ１１和Ｓ１２，说明输入参数为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已经
包含了两者相加或相减的情况（Ｔａｖｇ，ΔＴ）。总体上
看，当气象资料包含相对湿度、降水量、最高温度和

最低温度时，支持向量机模型 Ｒ２最高且 ＲＭＳＥ最
小；当缺少降水量时，模型 Ｒ２略有下降而 ＲＭＳＥ略
有上升，但要好于缺少相对湿度而包含降水量资料

时的支持向量机模型；当仅有温度资料时，模型精度

最差。

２４　模型综合比较
尽管确定每个站最适宜的辐射估算模型可以获

得更高的预测精度，但通常这一过程会耗费大量时

间。有明确物理意义或者结构非常简单且计算方便

的经验模型往往更容易被应用推广。因此有必要对

不同种类模型进行比较。从表５可以看出，支持向
量机模型的 ＲＭＳＥ从小到大排在前 １４位，其中，
Ｓ１１～Ｓ１５模型精度较高，Ｓ１、Ｓ２～Ｓ９与 Ｍ１、Ｍ１０等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支持向量机模型 Ｓ２精度最
差，其中Ｓ１５模型的预测值与实测值的 Ｒ２最高，其
各站平均Ｒ２达到０８，但与 Ｓ１４、Ｓ１２、Ｓ１３和 Ｓ１０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Ｓ１５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的
ＲＭＳＥ最低，各站平均ＲＭＳＥ为３２ＭＪ／（ｍ２·ｄ），但
与Ｓ１４、Ｓ１２、Ｓ１３、Ｓ１０和 Ｓ１１模型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Ｓ１５模型对气象资料要求较高，需要日最高
温度、日最低温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和日降水量资

料。仅需温度资料的模型中，Ｓ６～Ｓ９模型精度相
同，其中Ｓ６模型形式仅需２个参数，其结构更简单，
计算机运行效率更高。

３　讨论

ＨＵＮＴ等［３２］使用 Ｍ１１和 Ｍ１２模型对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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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站最适宜支持向量机模型观测值与预测值的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Ｖ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ｓｉｔｅ

　
８个站点进行了精度评价，发现Ｍ１２模型精度更高，
ＬＩＵ等［１］在我国北方地区也得到了类似结论，但当

某天降水量较大的，Ｒｓ会偶尔出现严重超出实际的
高估，如哈尔滨站某日降水量为１２１２ｍｍ，实测Ｒｓ为

１７４ＭＪ／（ｍ２·ｄ），Ｍ１２模型预测值为５３８ＭＪ／（ｍ２·ｄ）。
ＡＢＲＡＨＡ等［３５］则发现Ｍ１１和Ｍ１２模型均存在预测
值为负的情况。本研究中，有７个站 Ｍ１２模型的精
度最高，未出现明显高估的问题，但存在负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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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支持向量机模型验证的Ｒ２和ＲＭＳＥ

Ｆｉｇ．６　Ｒ２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ＶＭｍｏｄｅｌ
　

表５　南方地区不同辐射模型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

模型编号 Ｒ２ ＲＭＳＥ／（ＭＪ·ｍ－２·ｄ－１）模型编号 Ｒ２ ＲＭＳＥ／（ＭＪ·ｍ－２·ｄ－１）模型编号 Ｒ２ ＲＭＳＥ／（ＭＪ·ｍ－２·ｄ－１）
Ｓ１５ ０８０ ３２０ Ｓ７ ０７３ ３７２ Ｍ８ ０６９ ４０７
Ｓ１４ ０７９ ３３２ Ｓ４ ０７０ ３９５ Ｍ１１ ０６８ ４１９
Ｓ１２ ０７８ ３４０ Ｓ３ ０７０ ３９６ Ｍ４ ０６７ ４１７
Ｓ１３ ０７８ ３４１ Ｓ１ ０７０ ３９６ Ｍ７ ０６７ ４２８
Ｓ１０ ０７７ ３４８ Ｓ５ ０７０ ３９６ Ｍ９ ０６５ ４３６
Ｓ１１ ０７５ ３６４ Ｍ１２ ０７０ ４０１ Ｍ２ ０６２ ４４１
Ｓ６ ０７４ ３７２ Ｍ３ ０７０ ４０１ Ｍ５ ０６２ ４６８
Ｓ８ ０７４ ３７２ Ｍ１ ０６９ ３９８ Ｍ６ ０６２ ４６８
Ｓ９ ０７４ ３７２ Ｍ１０ ０６９ ４００ Ｓ２ ０６２ ４４３

达到－１０９ＭＪ／（ｍ２·ｄ）。其他站可能存在更严重
的低估和高估问题，但 Ｍ１２模型精度并非最高，也
可能是由于验证数据年限较短，极端降雨天气并未

被包含在验证所用数据中。

Ｈａｒｇ模型由于结构简单、便于计算和仅需气温
资料被国内外广泛应用［１］。ＦＡＯ５６将该方法确定
为缺少日照资料时的替代方法，并推荐内陆地区参

数取值 ０１６，沿海地区取 ０１９［１７］。本研究中，Ｍ７
模型参数 ａ值介于 ０１２～０１７之间，整体上低于
ＦＡＯ５６推荐值，若使用推荐值，误差最大的是贵阳
站（０１２）。ＬＩＵ等［１］发现在我国北方地区，Ｍ７模型
比Ｍ１模型精度更低，尽管加入降水量资料后 Ｈａｒｇ
模型精度最高，但整体上 Ｈａｒｇ模型与 Ｂ Ｃ模型差
异不大。Ｍ７和 Ｍ８模型相比 Ｍ１和 Ｍ２模型，精度
更差。Ｍ１０和Ｍ１２模型与Ｍ５模型相差不大，但好于
其他Ｂ Ｃ模型。从各站最优模型个数看，Ｍ１０和Ｍ１２
模型分别达到６个和７个，好于Ｍ５模型（３个）。

ＡＮＴＯＮＡＮＺＡＳＴＯＲＲＥＳ等［３６］使用支持向量机

对西班牙１４个气象站进行了适用性评价，发现支持
向量机方法与Ｂ Ｃ模型等经验模型相比有显著提
高。ＣＨＥＮ等［１２］研究了日尺度下日照时数、最高最

低气温、水汽压和相对湿度作为输入变量对支持向

量机精度的影响，发现支持向量机模型比传统经验

模型的精度更高，但相对湿度对辐射预测精度提高

无明显帮助。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仅有温度资料，

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均对 Ｒｓ预测精度有提高作用，其
作用表现优劣依次为降水量＋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降水量。相比经验模型，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精度更

高，且不存在负值和明显的高估问题。此外，本研究

中，支持向量机使用了默认参数，这可能对结果造成一

定影响，其精度能否进一步提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论

（１）支持向量机方法整体好于 Ｂ Ｃ模型和
Ｈａｒｇ模型，其中以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ＲＨ和 Ｐ为输入变量的
支持向量机模型精度最高，其 ２０站平均 Ｒ２达到
０８０、ＲＭＳＥ为 ３２０ＭＪ／（ｍ２·ｄ）。仅有温度资料
时，支持向量机模型的２０站平均 Ｒ２为０７４，ＲＭＳＥ
为３７２ＭＪ／（ｍ２·ｄ）。

（２）不同输入变量对支持向量机的精度影响不
同，输入变量为Ｔｍａｘ及 Ｔｍｉｎ时优于 ΔＴ。而当拥有相
对湿度和降水量资料时，优劣一次表现为 ＲＨ＋Ｐ、
ＲＨ、Ｐ。

（３）经验模型中Ｍ１、Ｍ３、Ｍ１０和 Ｍ１２模型精度
更好，其Ｒ２为０６９～０７０、ＲＭＳＥ在４００ＭＪ／（ｍ２·ｄ）左
右，但Ｍ１０和Ｍ１２模型对气象资料要求更高，除日
温度差外，还需要降水量资料。Ｍ１和 Ｍ３模型中，
参数ａ和参数ｃ与高程和经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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