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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基于AEZ模型的我国农作制区油菜产量潜力的分析*
蔡承智

(贵州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贵阳 550004)

摘要该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基于中国1961～1997年

的统计资料(经多方校正)共同开发的AEZ模型，运用GIS平台计算了中国41个农作制亚区的油菜生产

潜力，并指出了单产最高潜力分布区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油菜的最高产量潜力大约将是目前产量的2

～3倍。这对我国油菜高产育种及栽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AEZ模型油菜产量潜力 农作制区划

关于作物产量潜力，学术界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卜5|。油菜是我国最重要的油料作物。随着人口

的不断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油菜高产育种及栽培一直受到政府、农业科教工作者、农民的关心和

重视。为此，研究油菜产量潜力及高产区域分布，对我国油菜布局、油菜高产育种和栽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材料与方法

(一)预测模型

该文在我国农作制区划基础上，运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

SA)共同开发的“农业生态区划(Agro—ecological Zone，简称AEZ)”模型，在GIS平台下计算了我国

41个农作制亚区的油菜生产潜力。

AEZ模型的基础是Mitscherlich--Baule的复合指数方程‘引：

Y一[(1一e“111X1)一N]⋯[(1一e“”“‰)一N] (1)

方程(1)中Y为产量基数，a、b为作物参数，1⋯⋯n为作物产量贡献因子，N为作物产量潜力。

计算油菜的区域生产潜力，是在二维空间中将区域划分成每5kin2的若干单元，求全部单元的加权平

均值。将农田划分为雨养田和灌溉田，得如下公式。

YlR一∑SiiAijYijl8／∑SijAij (2)
ijC-CSZ i∈CSZ

公式(2)中的各项参数为：Y为作物产量潜力(t／hm2)，1为作物，R为雨养，i为横向单元序列，

j为纵向单元序列，S为雨养面积比例(％)，A为耕地面积(hm2)。

Y11一∑SijAijY。j11／∑SijAij (3)
lieCSZ n∈CSZ

公式(3)中的各项参数为：Y为作物产量潜力(t／hm2)，l为作物，I为灌溉，i为横向单元序列，J

为纵向单元序列，S为灌溉面积比例(％)，A为耕地面积(hm2)。

CSZ代表农作制中的种植制度分区(Cropping Systems Zone)。

AEZ模型分高投入、中投人、低投入3种情形预测我国区域作物生产潜力。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

情，决定我国必须走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发展道路，因此，选择高投入预测结果。

(二)预测区域

在耕作制度区划基础上，根据地缘、农作制及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刘巽浩等将我国农作制划分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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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及其41亚区Ⅲ。分区的最小单元为县级区域，即保证县域的完整性，跨越地区及省级行政边界。由

于分区考虑到区域之间农作制特征的最大相似性，因此在此基础上预测区域油菜生产潜力，比依据省级区

域预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因为有的省份如内蒙古、新疆等大省(区)，境内各地区间农作制特征差异太

大，作物生态适应性和生产潜力一致性低，预测结果必然带来很大误差(表1)。

表1我国农作制分区

二、结果与分析

AEZ模型是依据经过多方核对的我国1961～1997年县级统计资料开发的，将农田分为雨养田和灌溉

田，因而油菜产量潜力也相应分为雨养潜力和灌溉潜力。依据雨养田与灌溉田面积比例，油菜的平均生产潜

力为二者的加权平均。例如，第27亚区：雨养面积为98．2％，灌溉面积占1．8％，雨养潜力为1．5t／hm2，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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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潜力为4．4t／hm2，则平均潜力为1．6t／hm2(98．2×1．5+1．8×4．4)／100；播种面积为22．9万hm2，生产

潜力为3．5万t(22．9×1．6)。

由于油菜单产潜力的AEZ模型预测是

建立在全部耕地充分利用前提下，即假定能

够种植油菜的耕地都种植油菜，每个单元上

将获得相应不同产量潜力，然后将区域内的

全部单元产量潜力加权平均得到油菜的区域

单产潜力，所以有的地方单产潜力低于当前

单产，因为当前单产是建立在实际播种面积

基础上。但当前单产必然低于最高潜力，因

为最高潜力是最适合单元格上的单产潜力。

油菜的单产潜力和生产潜力如表2所示。

其中，第12亚区没有油菜数据，第

图1我国农作制区划 104亚区没有油菜种植，所以表2中没有数

据。将表2各区结果相加，油菜总产潜力为0．35亿t。我国油菜单产最高潜力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长白

山温和区及滇南中低河谷地区，为3．3～3．7t／hm2，大约是目前大面积油菜单产的2～3倍；总产潜力主

要分布在川中丘陵、黄淮平原南阳盆地及江淮江汉平原丘陵。

表2 中国各农作制区油菜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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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中国各农作制区油菜生产潜力

资料来源：IIASA；年代：2000

三、结论与讨论

作物的最高产量潜力是否有极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通过该文分析得出，不管采取何种手段进

行高产育种及栽培，作物的最高产量潜力都是有限的，油菜也不例外。同一作物在不同的种植地区，其最高

产潜力极限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温度、降水和土壤等条件。根据农业生态条件、农作制特征和作物分

布等进行我国农作制区划，有利于研究不同作物在我国不同区域的生产能力及潜力。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

异大。理论上讲，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在我国都有相应的最适宜区域。作物在最

适宜区域的产量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其在我国的产量潜力极限，而在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可能超越的。

该研究表明，我国油菜最高产量潜力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长白山温和区及滇南中低河谷地区，其高限大约

是目前我国油菜大面积产量的2～3倍；总产潜力主要分布在川中丘陵、黄淮平原南阳盆地及江淮江汉平原

丘陵。这对指导我国油菜高产育种及栽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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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E YIELD PoTENTIAL ANALYSIS OF CROPPING

SYSTEM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AEZ MODEL

Cai Chenzh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Guizhou Province，Guiyang 550004)

Abstract According to AEZ model jointly developed by FA0 and IIASA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61 to 1997(through revision by many sides)，this paper calculates rape yield potential of 41 cropping

system sub—regions in China by GIS platform。and points out the region location where the single yield

potential is the highest．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st yield potential of rape in China will be 2—

3 times of the present yield．This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high yield breeding and cultiva—

tion of rap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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