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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桂林地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各月平均气温 和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 每 年６月 份 降 水 量 的 实 测 数 据，利 用 时 间 序

列的季节指数法和线性外推法分别建立气温预测模型和降水量预测 模 型，再 利 用 模 型 对 桂 林 市２０１１年 各 月 的

气温和２０１１年９、１１、１２月的降水进行预测，得到比较理想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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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温和降水的预测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防洪防

旱、农业发展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有着重大

意义，是当前的一个重点领域研究。广西桂林是一个

旅游城市，也是一个雨量充沛的城市，对该城市的气

温和降水量的预测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安排自己的

出游计划，还可以为防洪防灾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由于气温和 降 雨 都 是 自 然 现 象，随 机 因 素 的 影 响 较

大，数据观测也比较困难，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研究

的报道很少。石昱馨等［１］利 用 ＡＲＩＭＡ乘 积 季 节 模

型对内蒙古海拉尔地区２００７年９～１２月的月平均气

温和降水量 进 行 预 测；迟 道 才 等［２］应 用 自 回 归 模 型

ＡＲＭＡ（ｐ，ｑ）对辽宁 朝 阳 地 区 干 旱 天 气 进 行 预 测。
本文根据桂林地区月平均气温和月降水量的实测数

据，分别利用季节指数法和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外推

法建立该地区气温和降水量的预测模型，得到了较理

想的预测结果。

１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１．１　季节指数法

　　季节指数法是以时间序列含有季节性周期变动

的特征，计算描述该变动的季节变动指数的方法［３］。

假设有一个时间序列 ｙ｛ ｝ｔ ，其 中ｔ表 示 该 序 列 的 下

标。该序列的数据结构以ｋ期为一周期，共有ｎ个周

期。如果设各 个 时 期 的 季 节 指 数 为αｉ，ｉ＝１，２，…，

ｋ，那么季节模型为

　　ｙ^ｊｉ ＝珔ｙ·αｉ，ｉ＝１，２，…，ｋ （１）

其中ｙ^ｊｉ 表示第ｊ年第ｉ个时期的预测值，珔ｙ表示总的

平均数。计算季节指数分为３步：

　　１）计算一个周期内的各期平均数。设ｒｉ，ｉ＝１，

２，…，ｋ为第ｉ期的平均数

　　ｒｉ＝
∑
ｎ

ｊ＝１
ｙｊｉ

ｎ
，ｉ＝１，２，…，ｋ； （２）

　　２）计算总平均数

　　珔ｙ＝ １ｎｋ∑
ｎ

ｊ＝１
∑
ｋ

ｉ＝１
ｙｊｉ； （３）

　　３）用各期平均数除以总平均数就可以得到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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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季节指数αｉ，ｉ＝１，２，…，ｋ，

　　αｉ ＝ｒｉ珔ｙ
，ｉ＝１，２，…，ｋ。 （４）

１．２　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外推法［４］

　　设 ｘ｛ ｝ｔ 为一平稳时间序列，并设一组实际观测

值为ｙ１，ｙ２，…，ｙＮ ，则 在 具 体 应 用 时，其 均 值Ｅ（ｘｔ）
和相关函数Ｂ（ｋ）有下列的近似公式：

　　Ｅ（ｘｔ）＝ｃ≈ １Ｎ∑
Ｎ

ｉ＝１
ｙｉ＝珔ｙ，

　　Ｂ（ｋ）＝Ｅ［ｘｉ＋ｋ－ｃ］［ｘｉ－ｃ］≈ １
Ｎ－ｋ∑

Ｎ－ｋ

ｉ＝１

（ｙｉ＋ｋ－

珔ｙ）（ｙｉ－珔ｙ）＝ １
Ｎ－ｋ∑

Ｎ－ｋ

ｉ＝１
ｙ′ｉ＋ｋｙ′ｉ，

其中ｙ′ｉ＝ｙｉ－珔ｙ称为ｙｉ 的距平。

　　采用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外推法进行建模可以

由下面几步完成：

　　１）由 ｘ｛ ｝ｔ 的一组观测值ｙ１，ｙ２，…，ｙＮ ，先按状

态分类，然后计算样本平均数和各个数据的距平值，

即珔ｙ＝ １Ｎ∑
Ｎ

ｉ＝１
ｙｉ，ｙ′ｉ＝ｙｉ－珔ｙ。 （５）

　　２）由相关函数的性质及计算误差精度确定预报

方程阶数ｍ。一 般 取 小 于 资 料 阶 数 的 四 分 之 一，也

可以取几种不同阶数分别进行预报值比较，选择与历

史资料吻合最好的作为应取阶数。

　　３）在最小二乘法原则的基础上，确定线性最优预

报方程

　　ｙ^′Ｎ＋τ＝α１ｙ′Ｎ ＋α２ｙ′Ｎ－１＋…＋αｍｙ′Ｎ－ｍ＋１，（６）
其中τ取正整数（外推步长）。

　　４）由Ｂ（ｋ）＝ １
Ｎ－ｋ∑

Ｎ－ｋ

ｉ＝１
ｙ′ｉ＋ｋｙ′ｉ，计 算 出Ｂ（０），

Ｂ（１），…，Ｂ（ｍ）。

　　５）解线性方程组

Ｂ（０）α１＋Ｂ（－１）α２＋…＋Ｂ（１－ｍ）αｍ ＝Ｂ（τ），

Ｂ（１）α１＋Ｂ（０）α２＋…＋Ｂ（２－ｍ）αｍ ＝Ｂ（τ＋１），
……

Ｂ（ｍ－１）α１＋Ｂ（ｍ－２）α２＋…＋Ｂ（０）αｍ ＝
　　Ｂ（τ＋ｍ－１

烅

烄

烆 ），
（７）

确定系数α１，α２，…，αｍ 。

　　６）确定最优步长τ后，得出最优估计ｙ^′Ｎ＋τ，于是

最终的预测值为

　　ｙ^Ｎ＋τ＝ｙ^′Ｎ＋τ＋珔ｙ。 （８）

２　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模型建立

２．１　气温预测模型的建立

　　桂 林 地 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各 月 的 平 均 气 温 数 据

（表１）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１ｑｘｆｗ／２０１１ｑｓｊｇｘ／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现将平均气温数据绘制成时序图１。从图１
可以看出，桂林地区的气温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月

的平均气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着明显的规律变动。

　　图１　桂林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各月平均气温时序

　　Ｆｉｇ．１　Ｐｌｏ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１ａｎｄ　２０１０ｉｎ　Ｇｕｉｌｉｎ　Ｃｉｔｙ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各月平均气温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１ａｎｄ　２０１０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平均气温 Ｍｅ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ｒｉ αｉ

１　 ８７　 １１２　 ９１　 ８０　 ６２　 ８２　 ７７　 ５６　 ８５　 ９７　 ８２．９　 ０．４２４
２　 １０５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２７　 ６３　 ８９　 １４９　 ７５　 １４３　 １１９　 １１１　 ０．５６７
３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３４　 １３３　 １２５　 １４０　 １４８　 １６１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３　 ０．７３１
４　 １８１　 １９６　 １９７　 ２１０　 ２０５　 ２０４　 １８５　 １９５　 １９７　 １７０　 １９４　 ０．９９２
５　 ２３６　 ２３１　 ２３２　 ２３３　 ２５３　 ２３８　 ２５２　 ２３６　 ２３４　 ２３２　 ２３７．７　 １．２１５
６　 ２６１　 ２７１　 ２６１　 ２６８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７　 ２６４　 ２７０　 ２４４　 ２６３．８　 １．３４８
７　 ２８３　 ２７６　 ３０１　 ２６７　 ２９２　 ２８３　 ２８９　 ２８３　 ２８２　 ２９５　 ２８５．１　 １．４５７
８　 ２７６　 ２６５　 ２９０　 ２８０　 ２７９　 ２８４　 ２９４　 ２８１　 ２９４　 ２９３　 ２８３．６　 １．４５０
９　 ２６５　 ２４５　 ２５９　 ２６４　 ２６６　 ２５４　 ２４９　 ２６６　 ２７７　 ２６４　 ２６０．９　 １．３３４
１０　 ２２２　 ２０２　 ２０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３６　 ２２１　 ２３０　 ２３６　 ２０８　 ２１９．３　 １．１２１
１１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７０　 １７８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５８　 １３４　 １６６　 １６２．７　 ０．８３２
１２　 ８４　 ９３　 １０４　 １１０　 ９４　 １０９　 １１４　 １１１　 １０３　 １１５　 １０３．７　 ０．５３０

８０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Ｍａｙ　２０１３



　　以１２个月作为一个周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即是１０
个周期，再利用（２）～（４）式，得到各期平均数ｒｉ，ｉ＝
１，２，…，１２和各期季节指数αｉ（ｉ＝１，２，…，１２）如表１
所示 ，计算总平均数珔ｙ＝１９５．６４２．从各期季节 指 数

可以看出７月份和８月份的季节指数最大，所以说７
月和８月是桂林一年中最热的月份；１月份的季节指

数最小，说明１月份是桂林一年中最冷的月份。

２．２　降水预测模型的建立

　　桂林地区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６月份的降水量实测数

数据（表２）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１ｑｘｆｗ／２０１１ｑｓｊｇｘ／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首先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降水量数据进行

平稳性分析，得到自相关函数如图２。
表２　桂林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各年６月降水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７ａｎｄ　２０１０ｉｎ

Ｇｕｉｌｉｎ

日期
Ｄａｔｅ

降水量（０．１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日期
Ｄａｔｅ

降水量（０．１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６　 ３０２７　 １９９９．６　 ２３７０
１９８８．６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０．６　 ４３２４
１９８９．６　 ２８９７　 ２００１．６　 ２２８７
１９９０．６　 ２４２１　 ２００２．６　 ７５８０
１９９１．６　 ３２８８　 ２００３．６　 ３０３７
１９９２．６　 ５４７５　 ２００４．６　 ３０１７
１９９３．６　 ５１６３　 ２００５．６　 ６４４８
１９９４．６　 ６０１８　 ２００６．６　 ４１７４
１９９５．６　 ３０２４　 ２００７．６　 ４５３６
１９９６．６　 ２８８７　 ２００８．６　 ５４１７
１９９７．６　 ２１２８　 ２００９．６　 ３３５２
１９９８．６　 ７６６７　 ２０１０．６　 ５３０７

　　从图２可以看出，该序列自相关系数 （ＡＦＣ）一

直都比较小，始终控制在２倍标准差范围内并且逐渐

趋于０，而自相关系数在某一固定水平线附近摆动且

按周期逐渐衰减，说明该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

图２　降雨量自相关图

Ｆｉｇ．２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系数 ； ：上限；———：下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Ｌｏｗ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

　　由（５）式计算得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６月的平均降雨

量：珔ｙ＝ １２４∑
２４

ｉ＝１
ｙｉ ＝４１４７．６６７，再对原序列做平稳化

处 理，这里以距平值ｙ′ｉ＝ｙｉ－珔ｙ，ｉ＝１，２，３，…，２４进

行 平稳化处理。取τ＝１，因为Ｎ＝２４，所以阶数ｍ＝
５。由式（６）得

　　^ｙ′２０１１ ＝α１ｙ′２０１０＋α２ｙ′２００９＋α３ｙ′２００８＋α４ｙ′２００７＋
α５ｙ′２００６。

　　 由式（５）及递推关系得到距平值ｙ′ｉ 的一系列数

据，其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ｙ′ｉ 的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ｙ′ｉ’ｓ　ｄａｔａ

序 号 ｙ′ｉ ｙ′ｉ·ｙ′ｉ ｙ′ｉ＋１ ｙ′ｉ＋１·ｙ′ｉ ｙ′ｉ＋２ ｙ′ｉ＋２·ｙ′ｉ ｙ′ｉ＋３ ｙ′ｉ＋３·ｙ′ｉ ｙ′ｉ＋４ ｙ′ｉ＋４·ｙ′ｉ ｙ′ｉ＋５ ｙ′ｉ＋５·ｙ′ｉ

１ －１１２０．６６７　 １２５５８９３．７７８ －４４７．６６７　 ５０１６８５．１１１ －１２５０．６６７　 １４０１５８０．４４４ －１７２６．６６７　 １９３５０１７．７７８ －８５９．６６７　 ９６３３９９．７７８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１４８７４９８．２２２
２ －４４７．６６７　 ２００４０５．４４４ －１２５０．６６７　 ５５９８８１．７７８ －１７２６．６６７　 ７７２９７１．１１１ －８５９．６６７　 ３８４８４４．１１１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５９４２０２．８８９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４５４５３０．８８９
３ －１２５０．６６７　 １５６４１６７．１１１ －１７２６．６６７　 ２１５９４８４．４４４ －８５９．６６７　 １０７５１５６．４４４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１６６００５１．５５６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１２６９８４３．５５６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２３３９１６３．５５６
４ －１７２６．６６７　 ２９８１３７７．７７８ －８５９．６６７　 １４８４３５７．７７８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２２９１８６２．２２２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１７５３１４２．２２２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３２２９４４２．２２２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１９４０１９７．７７８
５ －８５９．６６７　 ７３９０２６．７７８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１１４１０６４．２２２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８７２８４８．２２２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１６０７８６３．２２２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９６５９７８．７７８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１０８３７５３．１１１
６　 １３２７．３３３　 １７６１８１３．７７８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１３４７６８５．７７８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２４８２５５５．７７８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１４９１４８０．２２２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１６７３３２４．８８９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２６８０７７０．８８９
７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１０３０９０１．７７８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１８９９０１１．７７８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１１４０８９６．２２２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１２７９９９６．８８９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２０５０６３４．８８９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３５７３２９６．４４４
８　 １８７０．３３３　 ３４９８１４６．７７８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２１０１６３１．２２２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２３５７８６６．８８９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３７７７４４９．８８９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６５８２３２６．４４４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３３２４８２９．２２２
９ －１１２３．６６７　 １２６２６２６．７７８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１４１６５６９．１１１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２２６９４３２．１１１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３９５４５５７．５５６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１９９７５０４．７７８　 １７６．３３３ －１９８１３９．８８９
１０ －１２６０．６６７　 １５８９２８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２５４６１２６．４４４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４４３６７０６．２２２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２２４１０４５．１１１　 １７６．３３３ －２２２２９７．５５６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２３４５６８０．４４４
１１ －２０１９．６６７　 ４０７９０５３．４４４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７１０７８８０．２２２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３５９０２９４．１１１　 １７６．３３３ －３５６１３４．５５６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３７５７９２６．４４４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６９３２１．２２２
１２　 ３５１９．３３３　 １２３８５７０７．１１１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６２５６２０１．５５６　 １７６．３３３　 ６２０５７５．７７８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６５４８３０６．２２２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１２０７９５２５．１１１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３９０８８０６．２２２
１３ －１７７７．６６７　 ３１６００９８．７７８　 １７６．３３３ －３１３４６１．８８９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３３０７６４５．１１１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６１０６４４．５５６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１９７４３９５．１１１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２００９９４８．４４４
１４　 １７６．３３３　 ３１０９３．４４４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３２８０９７．５５６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６０５２３４．７７８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１９５８４７．５５６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１９９３７４．２２２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４０５６２５．４４４
１５ －１８６０．６６７　 ３４６２０８０．４４４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６３８６４２８．２２２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２０６６５８０．４４４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２１０３７９３．７７８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４２８０１６３．５５６　 ２６．３３３ －４８９９７．５５６
１６　 ３４３２．３３３　 １１７８０９１２．１１１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３８１２１７８．２２２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３８８０８２４．８８９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７８９５５１０．７７８　 ２６．３３３　 ９０３８４．７７８　 ３８８．３３３　 １３３２８８９．４４４
１７ －１１１０．６６７　 １２３３５８０．４４４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１２５５７９３．７７８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２５５４９０３．５５６　 ２６．３３３ －２９２４７．５５６　 ３８８．３３３ －４３１３０８．８８９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１４０９８０６．２２２
１８ －１１３０．６６７　 １２７８４０７．１１１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２６００９１０．２２２　 ２６．３３３ －２９７７４．２２２　 ３８８．３３３ －４３９０７５．５５６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１４３５１９２．８８９ －７９５．６６７　 ８９９６３３．７７８
１９　 ２３００．３３３　 ５２９１５３３．４４４　 ２６．３３３　 ６０５７５．４４４　 ３８８．３３３　 ８９３２９６．１１１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２９１９８８９．７７８ －７９５．６６７ －１８３０２９８．５５６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２６６６８５３．１１１
２０　 ２６．３３３　 ６９３．４４４　 ３８８．３３３　 １０２２６．１１１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３３４２５．７７８ －７９５．６６７ －２０９５２．５５６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３０５２９．１１１
２１　 ３８８．３３３　 １５０８０２．７７８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４９２９２４．４４４ －７９５．６６７ －３０８９８３．８８９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４５０２０７．７７８
２２　 １２６９．３３３　 １６１１２０７．１１１ －７９５．６６７ －１００９９６６．２２２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１４７１５８０．４４４
２３ －７９５．６６７　 ６３３０８５．４４４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９２２４４２．８８９
２４　 １１５９．３３３　 １３４４０５３．７７８
∑ ６２３２５９４９．３３３ －１８２４５９４０．４４４　 ２７１５６６２．１１１ －１１２８５３４１．０００　 １１２２５８９６．２２２ －６５２６８３３．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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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３的 距 平 值ｙ′ｉ 计 算Ｂ（０），Ｂ（１），Ｂ（２），

Ｂ（３），Ｂ（４），Ｂ（５）如下：

　　Ｂ（０）＝ １
２４∑

２４

ｉ＝１

（ｙ′ｉ）２ ＝２５９６９１４．５５６，Ｂ（１）＝

１
２３∑

２３

ｉ＝１
ｙ′ｉ＋１ｙ′ｉ＝－７９３３０１．７５８，Ｂ（２）＝ １２２∑

２２

ｉ＝１
ｙ′ｉ＋２ｙ′ｉ

＝１２３４３９．１８７，Ｂ（３）＝ １
２１∑

２１

ｉ＝１
ｙ′ｉ＋３ｙ′ｉ ＝－５３７３９７．

１９０，Ｂ（４）＝ １２０∑
２０

ｉ＝１
ｙ′ｉ＋４ｙ′ｉ＝５６１２９４．８１１，Ｂ（５）＝

１
１９∑

１９

ｉ＝１
ｙ′ｉ＋５ｙ′ｉ＝－３４３５１７．５７３。

　　 由（７）式得到线性方程组

Ｂ（０）α１＋Ｂ（１）α２＋Ｂ（２）α３＋Ｂ（３）α４＋Ｂ（４）α５ ＝Ｂ（１），

Ｂ（１）α１＋Ｂ（０）α２＋Ｂ（１）α３＋Ｂ（２）α４＋Ｂ（３）α５ ＝Ｂ（２），

Ｂ（２）α１＋Ｂ（１）α２＋Ｂ（０）α３＋Ｂ（１）α４＋Ｂ（２）α５ ＝Ｂ（３），

Ｂ（３）α１＋Ｂ（２）α２＋Ｂ（１）α３＋Ｂ（０）α４＋Ｂ（１）α５ ＝Ｂ（４），

Ｂ（４）α１＋Ｂ（３）α２＋Ｂ（２）α３＋Ｂ（１）α４＋Ｂ（０）α５ ＝Ｂ（５

烅

烄

烆 ）。

然后 将Ｂ（０），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的 值 代

入到 上 述 方 程 组 中，运 用 Ｍａｔｌａｂ数 学 软 件 计 算 出

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 的值分别为

　　α１ ＝－０．３０５，α２＝－０．１２３，α３＝－０．２０３，α４＝
０．０７９，α５ ＝－０．０５８。

　　将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 的值代入预测方程（６）中，得

　　ｙ^′２０１１＝－０．３０５ｙ′２０１０－０．１２３ｙ′２００９－０．２０３ｙ′２００８
＋０．０７９ｙ′２００７－０．０５８ｙ′２００６ ＝－０．３０５×１１５９．３３３－
０．１２３×（－７９５．６６７）－０．２０３×１２６９．３３３＋０．０７９×
３８８．３３３－０．０５８×２６．３３３＝－４８３．６８９。
故由式（８）得２０１１年６月 降 水 量 的 预 测 值ｙ^２０１１ ＝
ｙ^′２０１１＋珔ｙ＝－４８３．６８９＋４１４７．６６７＝３６６３．９７８。

３　预测结果

　　利用（１）式，预测出桂林２０１１年各月的气温，得

到预测 结 果 如 表２。再 根 据 桂 林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１月 和１２月 的 降 水 量 实 测 数 据，对２０１１年９
月、１１月和１２月的降水量进行预测，得 到 的 结 果 如

表５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利用季节指数法建立的气温预

测模型的预 测 效 果 从 整 体 来 说 都 比 较 好 的，除 了１
月、３月和１１月，其余月份的预测绝对误差都在５％
以内，模型预测的精度高。

表４　２０１１年气温预测分析结果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１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预测值（０．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实测值（０．１°）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

绝对误差（％）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ｒｒｏｒ

１　 ８３．１１１　 ７２　 １５．４
２　 １１１．２８２　 １１５　 ３．２
３　 １４３．３６３　 １２８　 １２．０
４　 １９４．４９３　 ２００　 ２．８
５　 ２３８．３０４　 ２２７　 ５．０
６　 ２６４．４７０　 ２７６　 ４．２
７　 ２８５．８２５　 ２９７　 ３．８
８　 ２８４．３２１　 ２９１　 ２．３
９　 ２６１．５６３　 ２５５　 ２．６
１０　 ２１９．８５７　 ２０７　 ６．２
１１　 １６３．１１４　 １８２　 １０．４
１２　 １０３．９６４　 １００　 ４．０

表５　２０１１年降水预测误差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月份
Ｍｏｎｔｈ

预测值（０．１ｍ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实测值（０．１ｍｍ）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

绝对误差（％）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ｒｒｏｒ

６　 ３６６３．９７８　 ３９７８　 ７．８９
９　 ６５８．８６９　 ６３２　 ４．３
１１　 ３４５．６４６　 ３６８　 ６．０
１２　 １１８．０８　 １３１　 ９．８

　　从表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降水预测 值 与 真 实 值

的误差都比较小。这说明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外推

法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以作为降水预

测的一个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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