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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中期预测模型的组建与应用* 
肖留斌 1**  王凤良 2  陈  华 2  王  震 1  柏立新 1*** 

（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 210014；2. 大丰市植保植检站，大丰 224100） 

摘  要  【目的】 随着转基因棉种植年限的延长，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Meyer-Dür)成为棉田主要害

虫，建立准确的预测预报模型，可为绿盲蝽的防控奠定基础。【方法】 通过收集整理基点 16 年（1993—

2008 年）绿盲蝽各代成若虫的发生高峰期与发生量以及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雨日、光照时数

等各项因子数据，利用 DPSv8.05专业版数据处理系统，采用多因子逐步回归方法，从各代发生量、平均

温度、雨量、湿度、光照时长等因子中筛选出 4～5 个相关显著的预测因子进一步用二次多项回归建立预

测模型。【结果】 初步建立了绿盲蝽各代发生期、发生量预测模型，进行了回代检验，并进一步利用 6

年（2009—2014 年）的绿盲蝽实际发生数据对预测模型的应用效果就行了外延检测，总体测报准确率平

均达到 85%以上。【结论】 建立的绿盲蝽中期测报模型准确率较高，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可以在绿盲蝽的预

测预报工作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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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medium-term prediction 
model for Apolygus lucorum (Hemiptera: Miridae) 

XIAO Liu-Bin1**  WANG Feng-Liang2  CHEN Hua2   WANG Zhen1   BAI Li-Xin1***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China; 2.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tion, Dafeng County, Dafeng 224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Along with the widespread planting of transgenic cotton, Apolygus lucorum (Meyer-Dür) has become 

a major insect pest in cotton fields. An accurate prediction model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pest. [Methods]  Sixteen years of data collected between 1993 and 2014 on A. lucorum population peaks、average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rainfall, and sunlight hours at the Dafeng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tion were 

analyzed using Multifactorial stepwise regression. All factors were then significance tested using DPS software and a 

prediction model developed using poly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A preliminary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date and 

population size of each generation of A. lucorum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average accuracy of 85%. [Conclution]  The A. 

lucorum prediction model can be widely disseminated to forecast outbreaks of A. luc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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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转基因棉高比例种植年限

的延长，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等鳞翅目害虫的发生

危害，同时棉田用药次数减少，害虫生态地位

发生了演替，盲蝽等刺吸式害虫上升为棉田主

要害虫，并波及枣、苹果、苜蓿、樱桃等多种

作物（Wu et al.，2002；崔金杰等，2004； Lu  

et al.，2008，2010；Zhang et al.，2009；高勇等，

2012）。其中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在长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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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流域成为棉田主要害虫（徐文华等，2008）。

绿盲蝽体型小，行动敏捷，不易被察觉，加之

棉农对其认识不足，防治不及时、措施不到位，

给棉花生产造成严重威胁，其防治工作常常处

于被动局面，发现棉株被害或田间虫量较大再

进行防治为时已晚（Gao et al.，2014）。建立准

确的预测预报技术，抓住防治适期是绿盲蝽防

治工作的关键。 

目前，盲蝽的预测预报主要以虫情调查结合

发育历期推算其当代的发生期、发生量的短期预

测预报技术为主，但是光周期、温湿度等气候因

子对盲蝽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较大（门兴元

等，2008；赵洪霞等，2011），在不同寄主上完

成一个世代所需的周期、有效积温等也不尽相同

（郭小奇等，2008；肖留斌等，2013），而棉田

主害代盲蝽成虫多为其它寄主上转移而来，成若

虫均可对作物造成危害，这给盲蝽的预测预报工

作带来诸多不便。已有盲蝽预测预报模型多数以

几种盲蝽混合种群为预测对象，未能分别预测绿

盲蝽 Apolygus lucorum、中黑盲蝽 Adelphocoris 

suturalis等不同种的盲蝽发生期、发生量，如吴

昊等（2010）依据鄱阳湖北部多年的盲蝽发生

及气候因子，应用的小波分析方法，逐步回归

建立了棉花盲蝽长期预报模式与中短期气象条

件适宜度预报模式。绿盲蝽作为棉田主要害虫，

与其它种类的盲蝽在虫源地、生长发育周期等

方面有所差异。分析绿盲蝽多年来的发生量、

发生高峰期，并研究其与平均气温、相对湿度、

降雨量、光照时数等主要影响因子的相关性，

建立简便准确的预测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可充

实绿盲蝽的预测预报技术，为科学防治工作奠

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测报资料  

采用江苏省盐城大丰市植保站 1993—2008

年合计 16 年的绿盲蝽各代发生高峰期、各代发

生量、以及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雨日、

光照时数等若干项相关生物与气象因子数据。 

1.2  研究方法 

对绿盲蝽不同龄期若虫在鲁棉研 15 号、中

棉 29号、苏棉 9号、芹菜、甘薯、大豆、苋菜、

芝麻等寄主上的发育速率与有效积温的关系开

展试验研究，根据试验结果对绿盲蝽不同龄期若

虫发育所需生理时间进行计算，以明确绿盲蝽不

同龄期若虫在这 8 种寄主上各自完成发育所需

的有效积温，以丰富与优化测报参数，并充实到

盲蝽预测预报中。 

利用 DPSv8.05 专业版数据处理系统，根据

1993—2014年合计 22年测报资料与数据，采用

多因子逐步回归方法，对不同代次绿盲蝽与中黑

盲蝽分别从各代发生量、平均温度、雨量、湿度、

光照时长等相关因子中筛选出 4～5 个相关显著

的预测因子，进一步运用二次多项回归方法建立

各自不同代次的种群动态包括发生期、发生量中

期预测模型。 

为提高建立的绿盲蝽种群动态中期预测模

型的简便实用性并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在组建回

归预测模型的过程中，各预测模型所筛选的自变

量个数要尽量少而精（不超过 4 个），各自变量

在时间效应上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数据特性

上应具有较好的量化度，入选指标同时参考方差

分析 F 值和各个回归系数的偏相关系数的显著

水平均小于等于 0.05，决定系数尽量大，剩余通

径系数 Pe 尽量小，并以此作为筛选、优化模型

的标准。通过理论发生值回测和实际发生值预

测，检验所组建预测模型的适用性与准确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盲蝽预测模型相关基本要素的确立 

2.1.1  发生为害等级划分标准  单位面积虫口密

度既反映了害虫发生程度，也与其可能造成的危

害等级密切相关。因此，划分并确立其发生危害

等级是种群测报的重要一环，也是组建害虫种群

预测模型的基础工作。本文在组建盲蝽种群发生

量预测模型的过程中，参照江苏省农作物主要病

虫预测预报办法（1995 年 4 月）确定绿盲蝽发

生危害等级划分标准（头/667m2），具体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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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盲蝽发生危害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1  The standard in infestation level of 

Apolygus lucorum 

虫量（头/667m2） 
危害等级 
Harm level Individual number/667m2 

Ⅰ级 
Level Ⅰ 

轻发生  每 667 m2虫量 500头以下 

Ⅱ级 
Level Ⅱ 

中发生  每 667 m2虫量 500-2 000头

Ⅲ级 
Level Ⅲ 

大发生  每 667 m2虫量 2 000-5 000头

Ⅳ级 
Level Ⅳ 

重发生  每 667 m2虫量 5 000头以上

 

2.1.2  自变量的筛选  针对绿盲蝽的不同预测代

次，选取与其发生时期相关联的相近时段直至前

几个月的温度、雨量、日照等气象因子以及各代

发生量，利用 DPS8.05软件进行逐步筛选，并通

过筛选、优化模型，按照选取显著水平较高的变

量作为预测式的因子，详见表 2。 
 

表 2  不同代次绿盲蝽种群动态的主要影响因子 

筛选结果 
Table 2  The selec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olygus lucorum at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 

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 

筛选选定因子 Selected factors 

第 1代 
1st 
generation 

X1:年最低温度, X2:4月下旬雨量, X3:4月

下旬日照, X4:4月下旬温度,  

X5:4月平均日照, X6:4月平均雨量 

第 2代 
2nd  
generation 

X7:5 月上旬温度, X8:6 月上旬日照, X9:5

月上旬雨量, X11:6月平均温度,  

X12:6月平均雨量, X13:6月平均日照, X14:

绿盲蝽 1代发生量 

第 3代 
3rd 
generation 

X10:6月下旬日照, X18:7月上旬温度, X19:6

月下旬雨量, X20:7月上旬雨量,  

X21:7月上旬日照, X22:绿盲蝽 2代残虫量

第 4代 
4th 
generation 

X23:7月中旬温度, X24:7月中旬日照, X20:7

月上旬雨量, X25:8月上旬温度,  

X28:8月上旬雨量, X29:8月上旬日照 
 

2.2  绿盲蝽若虫在不同供试寄主上的有效积温 

绿盲蝽若虫的发育起始温度为 3℃。根据生

理时间的原理，生物种群完成某一阶段的发育，

需要一定的积温，即：OD=A×(T－TL)，式中：
OD为有效积温；A为完成发育所需天数；T为环

境温度；TL为发育起点温度。 

表 3列出了在鲁棉研 15号、中棉 29号、苏

棉 9号、芹菜、甘薯、大豆、苋菜、芝麻 8种供

试寄主上绿盲蝽 1～5 龄若虫及整个若虫期发育

所需要的生理时间或有效积温。从表 3可看出，

不同龄期若虫在不同寄主上完成相应阶段发育

所需要的生理时间或有效积温有所差异，如绿盲

蝽整个若虫期在甘薯上所需要的有效积温分别

为 262.66日·度，而在大豆上则分别需要 285.89

日·度。因而相对应在不同年份、不同虫源寄主

上绿盲蝽若虫所实际需要的发育天数则随当时

气温的不同而不同。该研究结果应用在测报中

可比传统的历期（天数）要更为切合实际，准确

度也可大为提高，而且适用于不同年份变温条件，

从而使绿盲蝽若虫在不同寄主上的测报参数更具

实际指导意义。据此参数，结合运用历期法或期

距法可为预测成若虫高峰期提供科学依据。 

2.3  绿盲蝽成虫发生高峰期预测式 

绿盲蝽 1代成虫发生高峰期（YLP1）： 

YLP1= ﹣ 12.2+64.1X2+0.8X3 － 5.35X2×X3 －

0.009X2×X2+0.004X3×X3–0.06X1×X2 － 0.98X1×X3

（R=0.98，P =0.05，F =13.95，SSE=2.24）（设 5

月 1日的 YLP1值为 1，其余日期依此类推） 

绿盲蝽 2代成虫发生高峰期（YLP2）： 

YLP2= ﹣ 63.25+11.62X7 － 2.4X8+3.34X9 －

0.46X7×X7+0.005X8×X8 － 0.005X9×X9+0.13X7×X8

－0.15X7×X9－0.008X8×X9（R=0.90，P =0.01，F 

=4.89，SSE=2.01）（设 6 月 16 日 YLP2值为 1，

其余日期依此类推） 

绿盲蝽 3代成虫发生高峰期（YLP3）： 

YLP3=12.32+0.38X19－0.000057X20×X20+0.005X18× 

 X10 － 0.02X18×X10+0.0002X19×X20 （ R=0.91 ，

P=0.0001，F =12.55，SSE=1.83）（设 7月 11日

的 YLP3值为 1，其余日期依此类推） 

绿盲蝽 4代成虫发生高峰期（YLP4）： 

YLP4=15.56 － 0.09X24 － 0.0007X23×X20+ 

0.00003X24×X20（R=0.89，P =0.01，F =11.66，

SSE=3.51）（设 8月 21日的 YLP4值为 1，其余日

期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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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绿盲蝽在不同供试寄主上发育所需有效积温 
Table 3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of Apolygus lucorum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plants 

有效积温（日·度）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degree·days） 
寄主 
Host 1龄  

1st instar 
2龄 

 2nd instar 
3龄  

3rd instar 
4龄 

 4th instar 
5龄  

5th instar 
若虫 

Nymphy 

苏棉 9号 Sumian9 68.77 42.09 46.92 45.31 72.45 275.77 

中棉 29号 Zhongmian29 64.63 43.93 48.53 44.16 77.51 278.76 

鲁棉研 15号 Lumian15 65.78 40.94 45.77 43.01 74.29 269.79 

大豆 Soybean 70.15 44.16 48.76 43.70 79.12 285.89 

甘薯 Poi 64.63 39.56 45.08 40.48 73.14 262.66 

芹菜 Celery 69.69 39.79 46.92 43.47 75.67 275.54 

苋菜 Amaranth 65.09 38.18 48.53 43.93 76.13 271.63 

芝麻 Sesame 66.24 39.79 46.92 41.63 73.83 268.41 

 
以预测日期与实际高峰期相差不得超过两

天为预测标准，从绿盲蝽 1代成虫发生高峰期预

测模型的历史回检结果（表 4）可以看出，16年

中有 14年达到标准，仅 1998年预测回检时间相

差 2.6 d，2000年相差 2.4 d。从绿盲蝽 2代成虫

发生高峰期预测回代检验可以看出，2代绿盲蝽

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与外延预测的符合率为

87.5%，16年中有 14年达到标准，只有 1993年

相差 2.6 d，1998年相差 2.4 d。从绿盲蝽 3代成

虫发生高峰期预测回代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绿盲

蝽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的总符合率为 81.3%，16

年中有 13年未超出误差允许标准，1998、2001、

2005 年 3 年预测误差超标，绿盲蝽 4 代成虫发

生高峰期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符合率为 75.0%，

16年中有 12年达到标准，1997年相差 2.4 d，

2000、2001、2004年各相差 2.6、2.4、3.1 d，应

用该测报模型预测绿盲蝽 1~4 代成虫发生高峰

期有较高的准确率。 

2.4  绿盲蝽成虫发生量预测式 

绿盲蝽 1代成虫发生量预测式（YLN1）：  

YLN1=1674.05 － 3721.27X1 － 146.41X4+ 

264.03X1×X4+1.56X1×X5+0.18X4×X6 （R=0.87，

P=0.02，F =5.01，SSE=122.66） 

绿盲蝽 2代成虫发生量预测式（YLN2）： 

YLN2=383304－ 17432.68X11－ 5583.7X14－

1.26X12× X12+0.85X14× X14+221.28X11× X14－

2.85X12 × X13+9.79X12 × X14+2.63X13 × X14 

（R=0.99，P=0.007，F =43.61，SSE=143.75） 

绿盲蝽 3代成虫发生量预测式（YLN3）： 

YLN3=677.95 － 29.7X18+0.11X18 × X21+ 

0.002X20×X22 （R=0.77，P =0.03，F =4.84，

SSE=103.45） 

绿盲蝽 4代成虫发生量预测式(YLN4)： 

YLN4=2622.1－ 87.83X25－ 13.04X28+0.49X25

×X28－0.01X28×X29 （R=0.82，P =0.03，F=33.04， 

SSE=13.87） 

以预测发生等级与实际发生等级相同为预

测准确的标准，应用上述预测模型进行回检验证

（表 5），1代绿盲蝽成虫发生程度预测模型的历

史回检的符合率达 93.8%，16年中有 15年完全

准确，仅 2002 年预测回检相差 1 个等级；2 代

绿盲蝽成虫发生量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的符合

率为 87.5%，16年中有 14年完全准确，其中 1994

年、2008年各相差 1个等级；4代绿盲蝽成虫发

生量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的符合率达 9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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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有 13年完全吻合，仅 1995年回检相差 1个

等级。上述检验结果表明，组建的绿盲蝽种群

1~4 代成虫发生量测报模型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 

2.5  绿盲蝽成虫发生高峰期、发生量预测式的

外延预测 

应用组建的绿盲蝽各代次成虫发生高峰期、

发生量预测模型，预测 2009—2014 年本地绿盲

蝽各代成虫的发生高峰期与发生量，并利用绿盲

蝽成虫的实际发生量与发生程度对预测结果进

行检验（表 6，表 7）。以预测值和实际发生日期

相差不得超过两天为预测标准，2009—2014年 6

年中，1 代、2 代、4 代绿盲蝽成虫发生高峰期 

各有 1 年相差 2 d 以上，总体预测准确率达

87.5%。近 6 年的绿盲蝽发生程度预测值和实际

发生程度各有一年相差 1个级别（2011年 2代、

2012 年 4 代），其余 22 个预测值均与实际发生

程度相吻合，总体预测准确率为 91.67%。 

3  讨论 

1） 影响盲蝽发生程度和发生高峰期的因素

众多而且比较复杂。本研究表明，盲蝽发生程度

与上代发生量、越冬卵数量、前期平均气温、相

对湿度、降雨量、光照时长关系密切；盲蝽发生

高峰期与前期温度、相对湿度、降雨量、光照时

长关系密切，这些均具有明显的生物学意义。 

 
表 4  各代绿盲蝽成虫发生期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 

Table 4  Back-generation test to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peak occurs for each generation of adult Apolygus lucorum 

年份Year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14 13 16 25 15 22 18 15 26 20 12 28 10 4 6 10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13.9 13.0 15.9 24.6 15.3 19.4 16.9 17.4 24.1 18.9 10.4 27.9 11.8 4.4 5.2 11.3
1代 
1st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1 0.0 0.1 0.4 0.3 -2.6 -1.1 2.4 1.9 1.1 1.6 0.1 -1.8 -0.4 -0.8 1.3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6 4 6 16 11 8 6 4 3 5 6 10 10 5 3 8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8.6 3.7 6.6 14.5 10.2 10.4 4.4 5.9 2.2 4.9 4.7 11.2 10.2 5.4 2.6 6.6
2代 
2nd 

gena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2.6 0.3 -0.6 1.5 0.8 -2.4 1.6 -1.9 0.8 0.1 1.3 -1.2 -0.2 -0.4 0.4 1.4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17 15 20 20 20 18 15 13 11 16 14 19 16 15 16 18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17.2 14.4 19.5 19.0 21.7 15.2 14.1 12.4 13.7 15.6 15.4 17.7 18.4 15.8 14.4 18.3
3代 
3r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2 0.6 0.5 1.0 -1.7 2.8 0.9 0.6 -2.7 0.4 -1.4 1.3 -2.4 -0.8 1.6 -0.3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8 8 6 9 9 12 6 7 4 8 8 6 2 4 5 3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8.5 7.8 5.1 10.3 11.4 10.1 7.1 7.6 6.4 7.2 7.3 9.1 1.9 2.9 6.6 3.8
4代 
4th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5 0.2 0.9 -1.3 -2.4 1.9 -1.1 -2.6 2.4 0.8 0.7 -3.1 0.1 1.1 -1.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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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代绿盲蝽成虫发生程度预测模型的历史回检 
Table 5  Back-generation test to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occurrence degree for each generation of adult Apolygus 

lucorum  

年份 Year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1代 
1st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Ⅳ Ⅳ Ⅲ Ⅲ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Ⅱ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Ⅳ Ⅳ Ⅲ Ⅱ
2代 
2nd 

gena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Ⅱ Ⅳ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Ⅲ
3代 
3r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Ⅰ Ⅰ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4代 
4th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6  各代绿盲蝽成虫发生期预测模型的外延预测检验 

Table 6  Epitaxial forecast test to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peak occurs for each generation of adult Apolygus lucorum 

年份 Year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6 12 17 11 23 12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5.4 12.3 16.1 12.4 20.3 11.4 
1代 
1st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4 -0.3 0.9 -1.4 2.7 0.6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8 6 7 5 5 2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7.2 5.7 5.7 3.3 4.9 4.2 
2代 
2n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8 0.3 1.3 1.7 0.1 -2.2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13 14 12 16 17 9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13.5 14.5 13.2 15.1 16.4 10.2 
3代 
3r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5 -0.5 -1.2 0.9 0.6 -1.2 

发生高峰日期 Peak season 7 8 5 6 4 8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5.8 8.1 7.2 6.3 4.9 7.2 
4代 
4th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1.2 -0.1 -2.2 -0.3 -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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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代绿盲蝽成虫发生程度预测模型的外延预测检验 
Table 7  Epitaxial forecast test to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occurrence degree for each generation of adult Apolygus 

lucorum 

年份 Year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1代 
1st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0 0 0 0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Ⅱ Ⅰ Ⅱ Ⅰ Ⅰ Ⅰ 
2代 
2n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1 0 0 0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3代 
3rd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0 0 0 0 

实际发生级别 Actual level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理论检验值 Theoretical value Ⅰ Ⅰ Ⅰ Ⅱ Ⅰ Ⅰ 
4代 
4th 

generation 
预测误差 Forecast error 0 0 0 1 0 0 

 
2）对农业害虫进行准确的测报预警是植保

科技工作者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但要作出完全准

确预测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就本研究所得绿盲

蝽不同代次发生程度预测式与发生高峰期预测

式进行准确度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个别年份

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有所出入，其原因可能在于

本研究只选取了一些方便基层植保站实际应用

的可量化指标作为关键因子，所选取的因子具有

人为局限性，有些应与盲蝽种群发生期或发生量

密切相关的因子或因历史资料缺乏或因难以定

量而未能在预测式中体现。因此，在今后应重视

这些测报原始数据资料的积累，以利改进完善预

测模型。 

3）在组建盲蝽不同代次发生期、发生量预

测模型中，选取的气象因子并不落在盲蝽当代

的时段内，没有考虑当时气象因子与虫情预测

的关系，而是取了其前驱值，目的在于偏重分

析前期气象因子对当代盲蝽发生的影响程度，

使所建立的模型更具及早预测性，从而对盲蝽

的发生具有较早预警作用，提高防治工作的主

动权。 

4）本预测模型为隔代预测，属于中期预测

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结合短期测报进行修正，

以进一步提高盲蝽测报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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