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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学院于强教授和赵刚教授团队提出一
种弥补物候模型局限的数据聚类方法

来源：重点室 作者：赵刚 时间：2024-09-11

近日，水保学院于强教授和赵刚教授研究团队在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上 发 表 了 一 篇 题 为 “Overcoming mechanistic

limitations of process-based phenological models: A data clustering

method for large-scale applications”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针对基于过

程的物候模型中的机理限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数据聚类方法，以实现在大尺

度应用中的高预测精度。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生谭姣姣为论文第一作者，赵刚教授和于强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

物候模型对于预测作物生长周期至关重要，但现有模型忽略了作物对多样

性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常因假设积温需求固定不变而受限。该研究利用27年的

观测数据，对中国南方46个地点的单一水稻品种（汕优63）进行了分析，发现

环境条件的变化显著影响了作物发育所需的热需求（Thermal Requirement，

TR）。

该研究发现将生长季平均温度和纬度作为聚类变量时，随着聚类类别数的

增加，数据聚类方法可以显著减少环境异质性，从而提高物候预测精度。研究

指出，当将聚类方法应用于其他环境多样性的研究区域时，需要重新优化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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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聚类变量和聚类类别数），以确保参数的适用性和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采用三段分段线性温度响应函数的模型比采用Beta温度响

应函数的模型能提供更精确的预测。

该研究证实了聚类方法可以有效补偿常见物候模型中缺乏的作物适应过

程，显著提高了在环境多样性区域的物候预测精度。这项研究不仅为物候模型

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理解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优化作物种

植管理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的气候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重点研发项目[2023-ZDLNY-64]和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

持计划——西北农林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资助。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agrformet.2024.110167



图1 改进物候模型方法的概述（原文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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