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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开发应用进展

李　军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论述了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开发研究进展和模型的应用情况 ,并对作物生长模

拟模型今后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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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模拟模型 ( Crop Grow th Sim ula tion Model )是指能定量和动态地描述作物

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及其对环境反应的计算机模拟程序。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开发

研究与应用过程 ,称为作物生长模拟 ( Crop Grow th Modeling )。这是作物学科和计算机学

科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 ,它在农业科研和生产上的应用日趋

广泛。

1　作物生长模型开发研究进展

1. 1　模型开发研究概况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 ,美国和荷兰率先开展了作物生长模型开发研究。他们发表的

论著多 ,水平高 ,开发的模型也最多。荷兰的作物模型开发研究以 DeWit C T
[1 ]和 Penning

DeV ries F W T
[2 ]为首 ,开发出了模拟作物营养生长过程的基本作物生长模拟器

BAC RO S和模拟一年生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模型 M ACROS.荷兰的模型研究注重对生

物机理性和作物共性的描述 ,对作物的形态发育和阶段发育上的差异性描述相对薄

弱
[3～ 5 ]

。美国的作物模型开发研究则强调“气候、土壤、作物和管理”系统的综合性与模型

的实用性 ,开发出了包括 C ERES(作物与环境资源综合系统 )系列模型和棉花模型

GO SSYM在内的单作物专用模型 30多个 [ 6～ 8] , ,还开发出了包括 EPIC和 C RO PSYST在

内的多作物长时段通用模拟模型 10余个 [9～ 12 ]。此外 ,英、澳、加等国也相继开发出了一批

作物模型 ,如 AFRCW HE AT、O ZCO T和 SIM CROP-W HEAT等 [ 13～ 15]。

我国的作物模型开发研究开始于八十代中期。已开发出的知名模型有高亮之
[16 ]
的水

稻钟模型、戚昌瀚
[17 ]
的水稻生长日历模型 RICAM、邹应斌

[ 18 ]
的水稻苗情动态模拟模型

RSSM、潘学标
[19 ]的棉花生长发育模拟模型 CO TGROW等。还有夏北成

[20 ]开发的评价小

麦产量病虫为害损失的麦田生态系统模拟模型。

至今全世界开发出的各种植物 (包括大田作物、园艺作物、树木与森林、草原牧草 )生

长模型已愈百个
[6, 7 ]
。当前模型开发的主要工作是对原有模型进行验证、修改和补充 ,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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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级换代。此外 ,通过对已有各种模型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归纳 ,结合本国和本地的农

业生产情况和作物试验资料 ,开发出新的作物生长模型。

1. 2　模型开发研究方法

1. 2. 1　模型开发步骤与所需条件　作物生长模型的开发步骤包括模拟系统的定义与分

析、资料的获得与量化处理、数学模型的构造与程序编写、模型的测试与修正。模型开发者

需要具备系统分析、数学模拟及计算机编程方面的技能 ,需要全面收集和深刻理解作物生

理、生态、农业气象、土壤和农学等学科的详细试验数据和研究成果 ,作为模型开发的基本

资料
[21, 22 ]

。

1. 2. 2　建模的基本原理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建模原理是: 假设作物生产系统的状态在

任何时刻都能够定量表达 [1 ] ,该状态中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理机制的变化可以用各种数

学方程加以描述
[3 ]

,还假设作物在较短时间间隔 (如 1 h)内物理、化学和生理过程不发生

较大的变化 ,则可以对一系列的过程 (如光合、呼吸、蒸腾、生长等 )进行估算 ,并逐时累加

为日过程 ,再逐日累加为生长季 ,最后计算出整个生长期的干物质产量或可收获的作物产

量 [4 ]。

1. 2. 3　模型模拟的基本过程　因为作物生长发育进程受太阳辐射、温度和降水的控制 ,

大多数作物生长模型以逐日气象数据输入驱动模型运行 ,步长为 1 d,以作物的单株作为

基本模拟单位 [6 ] ,逐日进行作物基本生理生态过程的描述与计算 ,从播种开始直至作物成

熟结束 (见附图 )。在对单株进行生长发育模拟时 ,分别模型植株在面积、体积上的扩大和

质量的增长以及阶段发育和形态发育 4个方面。然后 ,通过单位面积上的植株密度计算单

位面积上的作物产量
[ 2, 7]
。在计算作物的经济产量时 ,一些模型采用全生育期生物学产量

与一定的经济系数之积来计算经济产量 [10 ] ,而另一些模型则描述了穗的分化、生长和籽

粒灌浆时的干物质分配等生理过程 ,以穗粒数和单粒重来计算经济产量 [13 ]。作物生长和

产量模拟中的难点是对作物生长持续期、生长速率以及由于水分、营养及极端温度引起的

胁迫的模拟 [2 ]。

1. 2. 4　模型的模拟范围　已开发的绝大多数模型的模拟范围属田间水平 ( Field Level) ,

适用于田间范围内生态条件相对一致的情况。对农场或较大范围的区域进行作物产量模

拟时 ,则需要按照光、热、水、土等生态条件相对一致性进行分区模拟 ,然后加权计算全区

域作物产量。后者称为区域水平 ( Reginol Level )的模拟
[23 ]。

1. 3　模型的结构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在结构上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气候、土壤、作物数据以及栽培

管理措施输入模块 ;第二部分为主要生理生态过程的模拟模块 ;第三部分为模拟结果的数

据或图形输出与分析模块 [8, 10 ]。

模拟模块是作物模型的核心部分。目前已开发的较完善的模拟模块包括如下成分:

( 1)光截获和光合作用模型 ,涉及冠层结构、辐射特性和叶片特性 ; ( 2)营养吸收和根系生

长模型 ,涉及根系结构、土壤营养状况等 ; ( 3)干物质分配模型:干物质在源与库间的运输、

贮藏及各器官间的分配 ; ( 4)水分吸收与蒸腾模型 ,涉及植株和土壤的水分平衡 ,植株对水

分胁迫的反应 ; ( 5)生长和呼吸模型 ,干物质用于生长和呼吸的消耗 ; ( 6)叶面积增长模型 ,

生育期间叶面积的动态变化所引起的光合面积的变化 ; ( 7)发育和器官形成模型: 包括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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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发育、形态发育和新器官 (茎、叶、花、果、贮藏器官 )的形成 ; ( 8)衰老模型: 包括根、叶等

器官的衰老与死亡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 ( 9)田间管理模型:田间管理措施对光、温、水、肥的

时空分布与数量改变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12, 21 ]。

附图　作物生长模型的结构与运算框图

将已开发的作物模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水平: 第一层次的模型只含有基本生理过程

模拟模块 ,只对温度和辐射有响应 ,可用于作物光温生产潜力模拟 ,第二层次的模型还包

含了土壤水分平衡模拟子程序 ,除光温效应外 ,还可计算水分有效性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

效应 ,可用于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模拟 ;第三层次的模型又增加了土壤氮素平衡模拟子程

序 ,包含了土壤氮素有效性、氮肥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效应以及氮素、水分和气候因素的

交互作用 ,用于作物光温水氮生产潜力模拟 [2 ]。

2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应用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反映的是作物生长和发育的基本生理生态机理和过程 ,被称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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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或过程模型 ,与传统的反映因果关系的统计回归模型有显著差别
[ 6]

,它具有系统

性、动态性、机制性与预测性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通用性 ,适用于任何地点、时间和品种 ,不

受地区、时间、品种与栽培技术差异的限制 [ 22]。因而 ,作物生长模型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2. 1　探查资源的生产潜力 ,优化作物栽培方案

作物生长模型可用于评价光、温、水、土等资源的生产潜力 ,揭示潜力开发中的障碍因

素 ,较我国当前利用经验公式估算资源生产潜力的方法更准确快捷 ,可得到不同气候年型

中的潜力值 ,在资源生产潜力评价中应用广泛
[6, 24, 35 ]

。

利用作物生长模型 ,进行不同栽培措施下的产量模拟 ,可筛选出品种、播期、施肥、灌

水、密度等措施的优化组合方案 ,减少或免去栽培方案优化中的田间试验年限和处理数

目。在作物品种区域试验中 ,可根据品种的遗传特性参数 ,模拟不同气候年型、不同肥力水

平和密度下的产量反应 ,真实的评价品种的生产潜力 ,提高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8 ]。

2. 2　应用于基于模型的专家系统开发

将作物生长模型与专家系统结合 ,开发基于模型 ( Model-based)的专家系统 ,较基于

知识和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精确性高 ,应用范围广 ,成为当前农业专家系统开发中的重要

途径 [ 6]。如美国的棉花模型 GO SSYM与专家系统 COM AX结合形成棉花栽培管理决策

支持系统 ,已广泛的应用于美国的 14个植棉州的 300多个农场中 [19 ]。我国的高亮之 [16 ]、戚

昌瀚
[17 ]
等人也将所研制的水稻生长模型与优化决策系统结合 ,应用于长江流域的水稻生

产上。

2. 3　研究和预测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作物生长模型可用来研究未来气候条件下温度、降水、 CO2浓度变化对作物布局和产

量水平的影响 ,预测气候对人类食物供应状况的可能影响。如金之庆
[26, 27 ]
等人利用

CERES小麦模型和 C ERES玉米模型预测了未来温度、降水、 CO2浓度变化对我国小麦和

玉米生产的影响 [26, 27 ]。

2. 4　应用于农场经营管理和农业政策制订

美、英、澳等发达国家中的许多农场主应用作物生长模拟模型制订经济效益最佳的田

间管理策略 ,评价气候与市场风险对作物产量和农场利润的影响 ,以便制订长期的经营策

略。此外 ,美、英等国政府有关部门利用作物模型预测大范围的作物产量 ,评价作物生长中

水土资源流失和污染情况 ,作为制订相关农业生产政策和农业资源规划管理的依据 [6 ]。

作物生长模型在教学、技术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也有具体的应用
[6 ]

,可作为学生学

习作物计算机管理的教学工具 ,也可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培训工具 ,亦可用于评价科学

研究项目和研究计划 ,在科研中用来验证有关作物生长发育的假说。

3　问题与对策

时至当前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开发尚无统一的方法和标准 ,各种模型对作物生理生

态过程的量化描述繁简不一 ,参数取值差别较大 ,许多模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假设来描述

未知的生理生态过程 ,使得模型模拟的精度下降。另外 ,由于模型运行所需大量的气候、土

壤和作物特性资料不易得到 ,增加了模型应用的难度。上述原因导致了许多模型在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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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上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 ,今后作物生长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应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1)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研究 ,组织人员协同攻关 ,推动可供全球范围应用的机理模型的

开发工作 ,并能在模型开发方法上逐步取得一致。

2)大力开展作物模拟的支持研究 ,以不断深化对作物生理生态过程和机制的系统了

解与量化描述 ,建立作物生理生态数据库 ,增进模型描述精度。

3)加强作物生长模型与专家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结合 ,以增强模型的实际应

用能力和扩大应用范围 [27 ]。

4)增加对磷、钾等营养元素平衡的模拟 ,并将病、虫、草害及自然灾害模拟模型与作物

生长模型结合 ,以便提高模拟结果的真实性。

5)组建模型运行所需的气候、土壤和作物特性数据库 ,为模型使用者提供方便 ,以降

低模型应用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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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rop Grow th Simulation M odels

Li Jun
(Depar tment of Ag ronomy ,Nor thwestern Ag ricu ltu ral Universi ty ,Yang lin g ,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prog 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op g row th simulation models in the

w o rld was sum marized. The si tuation o f model applica tion in agricul ture w as discussed.

The problems and future approaches in m ode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 tion were present-

ed.

Key words　 crop, g row th simulation, g row th simula tion m 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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