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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的产量与生长环境密切相关联，其中气候的因素为主
要，从中找到气象因素的规律，对于产量尤为重要。

一、资料来源
花生产量数据来源于双辽市统计局，同期气象因子原始数

据来源于双辽市气象局。气象因子原始数据为 2000—2019 年 20
年间 4 ～ 9 月逐日平均气温（℃）、日降水量（mm）、日照时数
（h）、地表温度（℃）、5cm地温（℃）、10cm地温（℃），4 月
至 9 月共计 183 天，每天包含有 6 个维度的数据。

二、数据处理
从日的角度建立模型，粒度过于细致，同时每天数据的变化

对总产量的贡献度不明显，为了进行相关性分析，将数据处理为
月平均气温、月累计降水量、月累计日照。通过模型初步分析可
知地表温度、5cm地温、10cm地温与月均温度呈现共线性，所以
在变量特征的选择上，我们选择月平均气温进行相关性分析。在
进行数据探究过程中，由于花生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多方因素的
影响，为客观反映产量在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波动状况，本文采用
三年滑动平均法分离出趋势产量，再从花生单产中减去趋势产量
即为该年花生气象单产。为了让不同维度之间的数据有一定的比
较性，对月平均气温、日照总时长、累计降水量三维数据进行归
一化处理。并选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建模，以每月三个不同
维度的特征变量作为输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给出相关性
系数。

三、数据分析
以每月温度、日照时长、降水量为自变量，花生单产为因变

量，选用最小二乘法对近 20 年数据进行建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可知，双辽市花生产量与各气象要素的
相关性系数如下：
气象要素 4 月气温 5 月气温 6 月气温 7 月气温 8 月气温 9 月气温

系数 80.4 -132.5 -180.7 405.1 -180.1 -92.4
气象要素 4 月降水 5 月降水 6 月降水 7 月降水 8 月降水 9 月降水

系数 3.6 0.4 -2.4 11.4 5.4 -7.5
气象要素 4 月日照 5 月日照 6 月日照 7 月日照 8 月日照 9 月日照

系数 5.0 -10.2 -15.9 12.7 7.1 -3.4

从花生单产受气象因素的影响系数可知，对花生单产起促进
作用的气象要素排序为：7 月气温＞ 4 月气温＞ 7 月日照＞ 7 月降
水＞ 8 月日照＞ 8 月降水＞ 4 月日照＞ 4 月降水＞ 5 月降水。其
中 5、6 月的温度对于花生单产有负效应，此时花生正处于播种出
苗-幼苗期，这两个月的平均气温分别为 16.5℃、21.6℃，而此时
期花生的适宜温度处于 21 ～ 27℃，温度较适宜温度偏低，对花
生单产有抑制作用。7 月、8 月的降水量对花生单产有明显促进
作用，此时正值汛期，降水量较多，土壤含水量能够保持在花生
适宜生长的 60% ～ 70%，花生产量随降水量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4 月、7 月、8 月日平均日照时数均在 7h以上，日照条件较为充
足，能够完全满足花生生长发育对日照的需求，对花生单产有促
进作用。

随着近年来双辽市花生种植规模和数量的持续增加，通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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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双辽地处蒙吉辽三省交界处，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年降水量偏少，十年九旱，土壤沙化比较显著，花生因其喜温耐旱的生长特征成为主要

的油料作物，其产量高，品质好，种植面积正在逐年攀升。本文探究气象条件与花生单产的相关性，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花生产量进行预估，科学合理地指

导本地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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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归方程找到影响花生产量最佳的气象因子，并预测花生产量
对花生种植意义重大，通过科学选种、科学培育使花生生长发育
保持在适宜的气象条件下是提高花生产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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