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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利用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确定各旬气象条件对茎瘤芥产量影响的权重系数,从而得到不

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基于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建立茎瘤芥产量动态预报模型。
结果表明,绝对值法与归一化法作为茎瘤芥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相关

系数法权重系数计算得到的气候适宜度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茎瘤芥产量受气象条件影响的变化情况。 相关系数

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产量预报模型,在各起报时间模型均通过方程有效性检验,回代检验

结果显示,不同起报时间的产量预报准确率平均值为 92. 0%,归一化均方根误差平均值为 0. 195,丰歉趋势准确率

平均值为 70. 3%。 外推检验显示,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产量预报模型,除个别起

报日期,其产量预报准确率均表现为 90. 0%以上的较高水平。 丰歉趋势准确率总体较好。 说明在利用气候适宜度

指数进行产量预报时,相关系数法是一种适用性和准确性较高的权重系数确定方法。
关键词:

 

产量预报;气候适宜度指数;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茎瘤芥

中图分类号:
 

S162. 5+ 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7148(2024)02-0079-07

引 　 言

茎瘤 芥 ( Brassica
 

juncea
 

var.
 

tumida
 

Tsen
 

&
 

Lee)是重庆最具特色的经济作物之一,其膨大肉质

茎的腌制加工产品即为榨菜,以重庆涪陵榨菜最为

有名 [ 1] 。 涪陵区也是茎瘤芥的核心产区,除东南部

武陵山系高海拔地区外,全区都有种植。
关于作物农业气象产量预报方法已有诸多研

究 [ 2- 5] 。 基于气候适宜度指数的作物产量预报方法

耦合了光、温、水与作物生长发育的供需关系,以及

与产量形成的相关关系建立预报模型,在大宗粮油

作物的产量预报中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 6- 8] 。 但特

色经济作物的植物生理生化活动所需要的环境气象

条件与大宗粮油作物存在差异,且作物的生长发育

是动态过程,在同一生育期的不同时段植物生理生

化活动对环境气象条件的需求与耐受程度也有一定

不同。 因此对于作物生育期时间段的合理划分并明

确气象条件对作物生长发育影响的不同权重系数,
对科学地确定气候适宜度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常用

的权重 系 数 确 定 方 法 有 平 均 加 权 法 [ 9] 、 绝 对 值

法 [ 10] 、归一化法 [ 11] 、相关系数法 [ 12] 等,平均加权法

认为作物生育期内各旬气象要素对产量形成是无差

别贡献,具有计算简单的优点,但是与作物不同时期

气象条件需求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估算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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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各有其理论指导意

义, 并 在 大 宗 粮 油 作 物 的 产 量 预 报 中 均 有 应

用 [ 13- 15] 。 但针对同一作物,尤其是在特色经济作物

的产量预报中,不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是否导致产

量预报的准确性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茎瘤芥为研究对象,选取在大宗粮油的

产量预报中有较好应用效果的绝对值法、归一化法、
相关系数法三种权重系数确定方法,以旬为时间划

分单位,利用三种方法确定旬权重系数计算气候适

宜度指数,并建立茎瘤芥产量动态预报模型,比较其

预测结果准确性,旨在得到更加科学的权重系数确

定方法,进而建立产量动态预报模型,以期寻求实现

茎瘤芥产量预报的切实方案,为茎瘤芥产量预报及

其他特色经济作物的产量预报提供科学依据与方法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与对象

研究区域为重庆市涪陵区 ( 29° 21′ 30° 01′N、
106°56′ 107°43′E,海拔138 1977

 

m) ,全区除东南

部靠近武陵山系海拔较高的武陵山乡、大木乡以外,
其余各乡镇均有茎瘤芥种植。

研究对象为茎瘤芥。 重庆地区茎瘤芥幼苗期9
月上旬 10月下旬,瘤茎膨大期11月上旬 次年2月
中旬,开花结实期2月下旬 4月 [ 1] 。由于茎瘤芥主要

产生经济价值部分为瘤茎,开花结实后瘤茎纤维增

多,筋多皮厚,丧失经济价值,故一般于2月下旬前基

本完成采收。所以本研究针对幼苗期至瘤茎膨大期

(9月上旬 次年2月中旬)作为参考数据集进行统计

分析,开花结实期不涉及瘤茎产量,故不予讨论。
1. 2　 资料来源与处理

基于气候适宜度指数的茎瘤芥产量动态预报模

型的建立用到1984 2019年重庆市涪陵区逐日气象

数据与茎瘤芥历年产量数据。 气象数据来自涪陵区

国家基本气象站、涪陵区 72 个区域气象站,气象要

素包括逐日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空气相

对湿度、降水量、土壤含水量、日照时数。 茎瘤芥产

量数据来自涪陵区统计局,由总产和种植面积计算

得到单产。
1. 2. 1　 气象影响指数

对茎瘤芥产量进行处理,得到瘤茎产量气象影

响指数 [ 16- 17] (ΔY i)为

ΔY i =
Y i -Y i- 1

Y i- 1

×100%
 

(1)

式中,Y i、Y i- 1 为第 i 年、第 i-1 年瘤茎单产。 气象影

响指数 ΔY i 正负值代表产量丰和歉。
1. 2. 2　 气候适宜度

为量化分析茎瘤芥产量形成的气象条件,本文

应用模糊数学方法 [ 18- 19] ,结合茎瘤芥不同生育期气

象指标建立温度、水分、光照适宜度模型,并应用几

何平均法建立茎瘤芥综合气候适宜度模型。
温度适宜度(PT) :

 

PT =
(T-T1 ) (T2 -T) B

(T0 -T1 ) (T2 -T0 ) B

 

(2)

B =
(T2 -T0 )
(T0 -T1 )

(3)
 

式中,T 为日平均气温,T1 、T2 、T0 分别是研究生育期

内茎瘤芥生长所需的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和最适宜

温度。 幼苗期 T1 = 10
 

℃ 、T2 = 25
 

℃ 、T0 = 20
 

℃ ,瘤茎

膨大期 T1 = 0
 

℃ 、T2 = 15
 

℃ 、T0 = 10
 

℃ [ 1] 。 由公式

(2)计算得到温度适宜度的日值,按所在旬日数求

取算术平均,得到旬温度适宜度。
水分适宜度(PR ) :

 

PR =

P
P a

(P-P a)
P a

×100%<-30%

1 -30%≤
(P-P a)

P a

×100%≤30%

P a

P
(P-P a)

P a

×100%>30%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4)

式中,P 为旬降雨量( mm) 、P a 为多年旬降雨量平均

值( mm) 。
光照适宜度(P S)

P S =
1　 S≥Sa

S
Sa

　 S<Sa

ì

î

í

ï
ï

ïï

 

(5)

式中, S 为旬日照时数, Sa 为多年旬日照时数平

均值。
第 i 旬综合气候适宜度[P i( y) ]模型为

P i( y) = 3 PT( y i) ×PR( y i) ×P S( y i)
 

(6)
式中,PT( y i) 、PR( y i) 、P S( y i ) 分别为第 i 旬温度、水
分和光照适宜度。
1. 2. 3　 气候适宜度指数旬权重确定方法

(1)绝对值法

计算茎瘤芥各旬综合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

数相关系数,得到各旬权重系数(K i)为

K i =
R i

∑ n

i = 1
R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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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i 为第 i 旬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

关系数,n 为研究生育期总旬数。
(2)归一化法

将茎瘤芥各旬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

关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旬权重系数(K i)为

K i =
R si

∑ n

i = 1
R si

 (8)
 

R si =
R i -Rmin

Rmax -Rmin

(9)

式中,R si 为相关系数标准化数值,R i 为第 i 旬气候

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关系数,Rmax 、Rmin 为相

关系数序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n 为研究生育期总

旬数。
(3)相关系数法

计算茎瘤芥各旬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相

关系数,得到各旬权重系数(K i)为
 

K i =
R i

∑ n
i = 1R i

(10)

式中,R i 为第 i 旬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

关系数,n 为研究生育期总旬数。
1. 2. 4　 气候适宜度指数

分别按照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 3 种

气候适宜度指数旬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得到气候适

宜度指数( CSI)为

CSI = ∑[K i·P i( y) ]
 

(11)
 

1. 3　 产量丰歉预报模型建立

利用逐年茎瘤芥气象影响指数 ΔY 与不同起报

时间点气候适宜度指数 CSI 建立一元线性方程:
ΔY = a·CSI+b

 

(12)
式中,ΔY 为茎瘤芥气象影响指数,CSI 为气候适宜

度指数,a 为回归系数,b 为回归常数。
根据趋势预测结果计算预报产量为

Y i = Y i- 1(1+ΔY i / 100)
 

(13)
1. 4　 产量丰歉预报模型检验

采用产量预报准确率 [ 20] 、丰歉趋势准确率 [ 20] 、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 21] 检验产量丰歉预报模型效果。

产量预报准确率 = 1-
Y1 -Y0

Y0
( ) ×100%

 

(14)

式中,Y1 、Y0 分别为产量预报值和产量实际值。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NRMSE 为

NRMSE =
∑ n

i = 1

(Y1i -Y0i)
2

n

Y0

×100% (15)

式中,Y1i、Y0i 分别为第 i 年的产量预报值和产量实

际值, Y0 为实际产量的平均值, n 为参与检验的

年数。
丰歉趋势准确率为趋势预报准确年份占总年数

百分比。

2　 结果分析

2. 1　 不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

气象影响指数关系特征

茎瘤芥从出苗至瘤茎膨大采收,生育期为 9 月

上旬 次年2月中旬,约170天。其中幼苗期为9月上

旬 10月下旬,约60天,瘤茎膨大期为11月上旬 次

年2月中旬,约110天。其不同生育期,以及同一生育

期的不同时段,对于气象条件的需求有一定差异。利
用1984 2020年逐旬气候适宜度与气象影响指数进

行相关性统计,得到逐旬相关系数,利用绝对值法、
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得到各旬气象条件对茎瘤芥

产量影响的权重系数(图1a) 。由图1( a)可见,3种方

法得到的各旬权重系数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是

在部分时段尤其是逐旬权重系数变化的极值处表现

出较大差异。如10月上旬 10月下旬、12月下旬 次

年1月上旬,绝对值法权重系数表现为正值,分别为

0. 026 ~ 0. 091、0. 032 ~ 0. 054;归一化法得到权重系

数在10月中下旬接近于0,在12月下旬 次年1月上

旬为0. 019 ~ 0. 030;而相关系数法计算得到权重系

数为 负 值, 分 别 为 - 0. 064 ~ - 0. 226、 - 0. 079 ~
-0. 135,即该时段气象条件对茎瘤芥产量的形成为

负贡献。在9月中旬 9月下旬、11 月中旬、2 月上旬

等处出现权重系数逐旬变化的极大值,绝对值法与

归一化法得到的权重数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0. 105 ~
0. 116、0. 122 ~ 0. 146、0. 135 ~ 0. 173,相关系数法得

到的权重系数极大值要明显高于以上两种方法的,
分别为 0. 288、0. 363、0. 428。 关于气象条件对产量

影响负效应的表达也仅在相关系数法中出现,绝对

值法与归一化法权重系数除个别点为 0 外,其余为

正值,表示各旬气象条件对产量的形成均有正贡献。
气象影响指数反映了受年际气象条件变化的产

量波动,气候适宜度指数综合反映茎瘤芥生育期光、
温、水的气候适宜程度。 以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

系数法分别求得逐旬气象条件对产量形成影响的权

重系数,计算得到气候适宜度指数(图 1b)。 由图 1
(b)可看出,3 种算法得到的气候适宜度指数的变化

趋势总体一致,但在气象影响指数发生较为明显变化

的年份,绝对值法与归一化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的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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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小,相关系数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的变化幅度与

气象影响指数的更为一致。 绝对值法的气候适宜度

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进行拟合(图 1c),得到 R2 =
0. 1849(n = 35,通过 α = 0. 05 显著性检验)。 归一化

法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进行拟合 ( 图

1d),得到 R2 = 0. 2109(n = 35,通过 α = 0. 05 显著性检

验)。 相关系数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

进行拟合(图 1e),得到 R2 = 0. 3806(n = 35,通过 α =
0. 05 显著性检验)。 相关系数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

与气象影响指数的拟合效果更好,说明相关系数法权

重系数计算得到的气候适宜度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

茎瘤芥产量受气象条件影响的变化情况。

图 1　 3 种旬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的关系特征

( a)为 3 种旬权重系数的逐旬时间变化特征,( b)为 3 种旬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的年际变化特征,

( c) —( e)分别为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旬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关关系

2. 2　 不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茎瘤芥产量预报动

态模型建立与回代检验

以1984 2016年气象数据与茎瘤芥产量作为校

正数据集,利用预报日前的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

影响指数建立一元回归方程,得到茎瘤芥产量丰歉

动态预报模型。 为对比研究茎瘤芥进入产量形成关

键期以后的动态预报效果,同时综合考虑直至茎瘤

芥采收全生育期气象条件能否提升产量预报准确

率,故以进入瘤茎膨大期以后每月初始日( 12 月 1
日、1 月 1 日、2 月 1 日) ,以及膨大瘤茎采收基本结

束后初日(2 月 21 日)为起报时间,采用不同权重系

数确定方法得到茎瘤芥气候适宜度指数,并建立预

报模型(表 1) 。 由表 1 可见,绝对值法确定权重系

数得到的预报模型,仅以 2 月 21 日为起报时间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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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模型通过 0. 05 的显著性检验。 归一化法确定权

重系数得到的预报模型,以 12 月 1 日、1 月 1 日为

起报时间的预报模型通过 0. 05 的显著性检验,以 2
月 21 日为起报时间的预报模型通过 0. 01 的显著性

检验。 相关系数法确定权重系数得到的预报模型,
各起报时间的预报模型均通过 0. 01 的显著性检验。

对表 1 所建立各预报模型进行回代检验,将

1984 2016年历年气候资料与产量资料按照不同气

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以及不同起报时

间计算方案计算得到各年份茎瘤芥产量预报结果。
对比不同起报时间的预测单产值(表 2) 发现,绝对

值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在 12
月 1 日、1 月 1 日、2 月 1 日起报时间的预报模型均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 2 月 21 日作为起报时间,瘤
茎产量预报准确率为 90. 6%;归一化均方根误差为

0. 204;丰歉趋势准确率为 51. 5%。 归一化法作为

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在 2 月 1 日起报

时间的预报模型未通过有效性检验,其余起报时间

瘤茎产量预报准确率为 90. 5% ~ 91. 2%, 平均值

90. 9%;归一化均方根误差为 0. 204 ~ 0. 211,平均值

0. 207;丰歉趋势准确率为 51. 5% ~ 60. 6%,平均值

55. 5%。 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

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不同起报时间瘤茎产量预报

准确率为 91. 65% ~ 92. 4%,平均值为 92. 0%;归一

化均方根误差为 0. 192 ~ 0. 198,平均值为 0. 195;丰
歉趋势准确率为 69. 7% ~ 71. 9%,平均值为 70. 3%。
随着起报日期的延后,产量预报准确率有所提升,3
种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得到的预报模

型均表现为 2 月 21 日起报的准确率最高。 丰歉趋

势准确率与归一化均方根误差随起报日期的延后提

升不明显,但丰歉指数以 1 月 1 日起报准确率最高。
对比 3 种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得到的

预报模型,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

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的回代效果最好。

表 1　 3 种旬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茎瘤芥产量动态预报模型

参考数据集 起报时间 预报模型 F 值 样本量

12 月 1 日 ΔY = 54. 096CSI-26. 849 3. 587 33

绝对值法
1 月 1 日 ΔY = 49. 202CSI-24. 099 2. 838 33
2 月 1 日 ΔY = 46. 815CSI-22. 416 2. 180 33

2 月 21 日 ΔY = 71. 184CSI-37. 146 7. 125∗ 33
12 月 1 日 ΔY = 65. 479CSI-29. 662 7. 984∗ 33

归一化法
1 月 1 日 ΔY = 46. 675CSI-20. 829 4. 171∗ 33
2 月 1 日 ΔY = 45. 304CSI-20. 163 3. 582 33

2 月 21 日 ΔY = 68. 501CSI-34. 053 8. 187∗∗ 33
12 月 1 日 ΔY = 28. 834CSI-8. 399 14. 362∗∗ 33

相关系数法
1 月 1 日 ΔY = 28. 644CSI-8. 375 15. 338∗∗ 33
2 月 1 日 ΔY = 22. 799CSI-6. 496 12. 932∗∗ 33

2 月 21 日 ΔY = 34. 501CSI-14. 695 18. 977∗∗ 33
　 注:ΔY 为茎瘤芥气象影响指数,CSI 为 9 月上旬 预报日前一旬气候适宜度指数,∗、∗∗分别表示通过 0. 05、0.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 2　 1985 2016年涪陵茎瘤芥产量丰歉预报模型回代检验结果

参考数据集 检验项 12 月 1 日起报 1 月 1 日起报 2 月 1 日起报 2 月 21 日起报 平均值

产量预报准确率 / % — — — 90. 6 90. 6
绝对值法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 — — 0. 204 0. 204

丰歉趋势准确率 / % — — — 51. 5 51. 5
产量预报准确率 / % 90. 9 90. 5 — 91. 2 90. 9

归一化法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0. 204 0. 211 — 0. 206 0. 207
丰歉趋势准确率 / % 51. 5 60. 6 — 54. 5 55. 5
产量预报准确率 / % 91. 6 92. 3 91. 7 92. 4 92. 0

相关系数法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0. 196 0. 193 0. 198 0. 192 0. 195
丰歉趋势准确率 / % 69. 7 71. 9 69. 7 69. 7 70. 3

2. 3　 不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茎瘤芥产量动态预

报模型外推检验

利用2017 2019年气象数据与产量数据对表 1
建立的茎瘤芥产量丰歉预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

表 3。 绝对值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

方法的预报模型,以 2 月 21 日作为起报时间的瘤茎

产量预报准确率为 92. 8% ~ 97. 6%的较高水平。 但

2 月 21 日一般茎瘤芥已收获完毕,或接近尾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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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茎瘤芥产量基本可通过实测获得,丰歉预报对于

生产指导意义不大。 归一化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

权重 系 数 确 定 方 法 的 预 报 模 型, 各 起 报 时 间 在

2017 2019年均表现为较高的预报准确率,但 2 月 1
日起报的预报模型未通过有效性检验,在实际应用

中仍存在一定局限。 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

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在2017 2019年

不同起报时间的茎瘤芥产量丰歉预报中,除个别起

报日期,其产量预报准确率均表现为 90. 0%以上的

较高水平。

表 3　 2017 2019年涪陵茎瘤芥产量丰歉预报模型准确率 %

参考数据集 年份 12 月 1 日起报 1 月 1 日起报 2 月 1 日起报 2 月 21 日起报 平均值

2017 — — — 95. 4 95. 4
绝对值法 2018 — — — 97. 6 97. 6

2019 — — — 92. 8 92. 8
2017 96. 5 97. 8 — 95. 8 96. 7

归一化法 2018 93. 0 97. 5 — 98. 1 96. 2
2019 98. 8 97. 4 — 95. 4 97. 2
2017 98. 3 97. 6 93. 3 93. 1 95. 6

相关系数法 2018 90. 9 89. 8 93. 0 97. 2 92. 7
2019 98. 7 99. 9 99. 3 99. 8 99. 4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得到各旬

气象条件对茎瘤芥产量影响的权重系数,计算得到

不同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结合其

与气象影响指数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法权重系数

计算得到的气候适宜度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茎瘤芥

产量受气象条件影响的变化情况。
利用气候适宜度指数与气象影响指数建立一元

回归方程得到茎瘤芥产量丰歉动态预报模型。 绝对

值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

模型,仅以 2 月 21 日为起报时间的预报模型通过方

程有效性检验;归一化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

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 各起报时间在 2017
2019年均表现为较高的预报准确率,但 2 月 1 日起

报的预报模型未通过有效性检验。 绝对值法与归一

化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在实际应用中仍

存在一定局限。 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

重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在各起报时间均通过

方程有效性检验,回代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起报时间

瘤茎产量预报准确率为 91. 65% ~ 92. 4%,平均为

92. 0%;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0. 192 ~ 0. 198,平均值为

0. 195;丰歉趋势准确率为 69. 7% ~ 71. 9%,平均值

为 70. 3%。 外推检验显示,相关系数法作为气候适

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型,除个别起

报日期,其产量预报准确率均表现为 90. 0%以上的

较高水平,丰歉趋势准确率总体较好,说明相关系数

法作为气候适宜度指数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预报模

型,具有较高的适用性与准确性。

本研究比较了绝对值法、归一化法、相关系数法

3 种权重系数确定方法的气候适宜度指数茎瘤芥产

量丰歉预报动态模型准确性,尚需结合不同生育期

茎瘤芥的植物生理生化活动作进一步精细化研究。
通过精准量化茎瘤芥在不同时期的气象条件适宜程

度权重系数,可以进一步提高气候适宜度指数的科

学性与适用性,从而提高茎瘤芥产量动态预报方法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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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methods
 

of
 

absolute
 

value,
 

normalization,
 

and
 

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ob-
tain

 

the
 

weight
 

coefficients
 

of
 

the
 

influence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yield
 

of
 

Brassica
 

juncea
 

var.
 

tumida.
 

The
 

dynamic
 

yield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eteorological
 

influence
 

index
 

and
 

climatic
 

suitability
 

index
 

with
 

different
 

weight
 

coefficient
 

determin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s
 

of
 

absolute
 

value
 

and
 

normalization
 

as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climate
 

suitability
 

index
 

have
 

limitati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le
 

the
 

climatic
 

suitability
 

index
 

calculated
 

by
 

the
 

weight
 

coeffi-
cient

 

of
 

correlation
 

method
 

could
 

better
 

reflect
 

the
 

change
 

of
 

yield
 

of
 

Brassica
 

juncea
 

var.
 

tumida
 

affect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dynamic
 

prediction
 

model
 

by
 

the
 

correlation
 

method
 

as
 

the
 

weight
 

coeffi-
cient

 

of
 

climate
 

suitability
 

index
 

has
 

passed
 

the
 

validity
 

test.
 

The
 

average
 

prediction
 

accuracy,
 

averag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homogenization
 

and
 

average
 

accuracy
 

of
 

the
 

bumper
 

or
 

poor
 

harvest
 

trend
 

of
 

back-sub-
stitution

 

test
 

results
 

with
 

different
 

starting
 

time
 

was
 

92. 0%,
 

0. 195,
 

and
 

70. 3%,
 

respectively.
 

Extrapola-
tion

 

test
 

showed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dynamic
 

prediction
 

model
 

by
 

the
 

correlation
 

method
 

as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climate
 

suitability
 

index
 

was
 

greater
 

than
 

90. 0%,
 

except
 

for
 

a
 

few
 

starting
 

dates.
 

The
 

bumper
 

or
 

poor
 

harvest
 

trend
 

was
 

accurate.
 

The
 

dynamic
 

prediction
 

model
 

by
 

the
 

correlation
 

method
 

as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climate
 

suitability
 

index
 

had
 

high
 

applicability
 

and
 

accurac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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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value
 

method;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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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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