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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期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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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试用灰色系统理论关联度法对今年杂交稻引进的7个 品种进行产量
、

大于 10℃有效

积温
、

日照数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
: 不同品种产量与温

、

光
、

生育期的关联度不 同 ; 同一

品种产量与温
、

光和生育期的关联度也不同
,

其关联顺序为
: 日照数 (巧=0 .9 7 86 ) > 生育期 ( lr 二 .0 6 9 7 2 )

> 积温 (华 .0 4 3 7 1 )
,

在水稻引种过程中
,

本地每年 日照数和大于 10℃积温都 比较恒定
,

应注 意选择感

光性强
、

生育期适度
、

感温性不强的品种
。

【关键词】 生育期 ; 积温 ; 日照数 ;
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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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原始数据处理具有表格

化
,

计算简便
,

精确度和量化程度高等优点
,

现已在

社会
、

经济预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但在水稻引种进

行预测方面的报道少见
。

杂交水稻的引种
,

一般要通

过多年多点试验来考查品种的综合性状
,

在引种上

存在品种与当地温
、

光
、

条件脱节现象
,

易在引种过

程导致盲目性
,

不同杂交稻品种有着它特定的温
、

光

条件和生育期
,

不同杂交稻品种与积温
、

日照数
、

生

育期存在明显的灰色关系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设计

利用我站的区试材料中的7个杂交稻品种
,

采用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三次
,

小区面积 .0 02 亩
,

密度

巧O以)窝 / 667 时
,

产量为3个重复小区实测值的平均

值折合而得
,

采用源于 30年的平均温度和 日照数的

气象资料
,

换算成各品种生育期内的所需的 日照数

和大于 10℃的有效积温
。

1
.

2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原理及方法

按灰色系统理论
,

把所有的品种和温
、

光
、

生育

期看成一个灰色系统
,

每一品种生育期内所对应大

于 10℃的积温
、

日照数看作系统的一个因素
,

设单位

面积 ( 667 澎 )的产量 为 x0 ( k )
,

生育期为
x :

( k )
,

大于

I OCC 积温为
x Z

( k )
,

日照数为
x 3 ( k )

,

k为品种数
。

1
.

2
.

1
.

对原始数据作规一化处理 根据表 1原始数

据作规一化处理得表 ;2

表 1 各品种的原始数据

品种 X0 ( K ) X 一(K ) X Z ( K ) X 3 ( K )

岗优 52 7 74 1
.

7 154 2 120
.

8 97 1
.

6

岱 36 AX多系 1号 7 50
.

0 16() 2 209
.

0 10() 8
.

0

D优 68 809
.

2 16 1 22 23
.

7 10 14
.

0

汕优 6 3 7 9 1
.

7 160 2209
.

0 l 0() 8
.

0

K优04 7 70 8
.

4 15 3 2 106
.

1 965
.

5

C优 22 783
.

4 15 7 2 1研
.

9 9 89
.

5

巧 36 A X万恢 88 8X()
.

0 l 6() 2209
.

0 l0() 8
.

0

表 2 各品种原始数据规一化处理

品种 丸 ( K ) X
:
( K ) X

Z
( K ) X 3

( K )

岗优52 7 0 74 17 0
.

154 2
.

1208 0
.

9 7 16

公 36A X多系 l号 .0 75 00 0
.

160 .2 209 0 1
.

加8 0

D优68 0
.

8伪 2 0
.

16 1 2 223 7 l
.

0 14()

汕优 63 0
.

7 9 17 0
.

16() 2
,

2的0 1
.

《X旧0

K优04 7 0
.

70 84 0
.

1 53 2
.

106 1 0
.

965 5

C优 22 0
.

78 34 0
.

157 2
.

164 9 0
.

9895

LS 36 AX万恢 88 .0 8砚XX) 0
.

160 .2 2的 0 1
.

以为0

1
.

2
.

2 求参考序歹
,

1勒 ( k )与 比较序列
x 、 ( k )间的 绝对

差值序 列△ x i ( k ) △ X
i

(k ) 二 I△ X
i

( k )

—
△ x 、 ( k ) l

,

k 任 } l
,

2
,

3 }
,

得表3
。

1
.

.2 3 求灰 色关联 系数 从 表 三 可 知
: △ : in n 二

0
.

2以 s
,

△ m a n = 2
.

4 59
,

p为分辨系数
,

p在 〔0
,

l 〕区间

取 值
,

一般取 p 二.0 5
,

设关联系数 于
; (k ) :( △ 汕只巧

’

△
~ )/ (△入( k )+ O

·

5
`

△ m a n )
,

得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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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差值序列

品种

岗优 2 5 7

岱 36 AX多系 1号

D优 68

汕优6 3

K优汉 7

C优2 2

巧 6 3 AX万恢 88

△X ,
(K )

0
.

587 7

0
.

590 0

0
.

64 82

0
.

6 3 17

0
.

55 54

.0 62 64

.0 64 X()

△从 ( K )

1
.

379 1

1
.

459 0

1 4 145

1 4 1 7 3

1
.

3 977

1
.

38 15

1
.

4 09 0

△ X 3
(K )

0
.

22 99

0
.

25 80

0
.

2 04 8

0
.

2 1 6 3

0
.

2 57 1

0
.

20 6 1

0
.

2 080

表4

品种

温
、

光
、

生育期与产 t 的关联系数值

岗优 527

巧 3 6 AX多系 1号

D优 68

汕优 63

K优04 7

C优 22

巧 36 AX万恢 88

0
.

7 09 3

0
.

70 8 1

0
.

6 782

0
.

6 864

0
.

727 1

0
.

68 9 1

0
.

682 2

0
.

44 3 1

.0 42 69

0
.

43 58

0
.

4 352

0
.

4 392

0
.

4 426

0
.

4 369

0
.

9 7 38

0 .9 46 1

1
.

以力 0

0
.

987 8

0
.

94 70

0
.

99 86

0
.

9 966

数越大
,

对产量的贡献越大
。

r ,= 0
.

6 9 7 2 x ,

生育期
几= 0

.

4 3 7 l x : 大于 10℃积温

巧= 0
.

9 7 8 6 x 3
日照数

巧> lr > 几
,

各品种产量对 日照数的关联度最大
,

即

接受 日照越长产量越高 ; 对生育期的关联度也较大

( > .0 5 )
,

即生育期越长产量也越高 ; 对积温的关联数

较小 ( < .0 5 )
,

即对积温不敏感
。

从实际情况来看
,

我

县现在推广的岗优 22 与上面的分析结果非常吻合
,

在本地光照温度条件相对较好的生态条件下
,

对 日

照数要求较多
、

生育期较长的品种
,

不论在河谷地区

还是在二半山区
,

其丰产性都较好
。

3 小结与讨论

求关联度
: r i二 x 、的合 / n得 r , = 0

.

6 9 7 2
、

华0
,

4 3 7 1
、

r,==
.0 9 7 8 6则得关联顺序为

:

公 lr >几
。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4看
,

生育期
、

积温和 日照数对不 同品种产

量的关联数不同
,

对同一品种的关联数也不同
,

关联

水稻新品种引种试验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

明
,

在我县相对丰富的光温条件下
,

为减小杂交水稻

引种的盲目性
,

加大预测性和成功几率
,

应筛选要求

日照时数多
、

生育期偏长
、

适中的品种进行试验示

范
,

才能更快更好地引进适合我县种植的杂交水稻

新品种
,

为我县水稻生产再上台阶做好必要的技术

储备
,

对推进我县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

的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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