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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棍生态适区的模式识别
�

刘 权 刘 海

�浙江农业大学
，
杭州 �������

摘 要 香 框 为 我 国特产名果
，
但其栽培 区域至今仍局限在会稽山

、
天 目山

、
黄

山 山 区
。
以主产地诸暨市陈蔡乡及味县竹溪 乡的�� � ��个气象因素及 �个地势

、
土

壤质地
、
肥力指标

，
并赋 以权重作为识别区

，
以诸暨市林科所所在地为待识别 区

，

结果用两时象之间的隶属度加权累加位��刀吸�表示
， 罗刀吸�诸

，
陈�� ��

。

���
，
少刀吸

�诸
，
竹�� ��

�

���，
说明诸暨市林科所所在地不宜引种栽培香桩

。

实地试脸证明
，

����年诸 暨市林科所所在地引种栽培的香框产量
，
不及主产区的���

，
分析其差异主

要在海拔高度
、

土壤质地
、
�� 值

、

有机质及肥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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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概������参� 岁” ��’ � ����
�

�是我国特产干果
，
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
在《神农草

本》中称 “
彼子

” ，
唐《本草》载 “

其木称文木
，
裴然彰彩

，
故谓之框

” 。

香桃的种子为食用佳果
，

远销东南亚各国
，
一直供不应求

，
其主要产地集中在浙江会稽山区

、

夭目山区
，
以及安徽的

黄山山区为中心的周围各县
，
而以会稽山区为我国主要基地

，
占全国产量的���左右

。

香框是开发山区
、

繁荣农村经济的很好树种
，
但是香概一直未能像其他干果如栗

、

核桃
、

枣等那样发展起来 � 过去一直有
“
樟不入山

，
框不出阳

”
之说 � 因之研究香框主产地的生态条

件与引种地的条件相比
，
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
而且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本文企图通过

主产区生态与引种区的模式识别�
‘ 〕， 为香极的引种和扩种以及区划提供参考和启示���

。

� 材料和方法

�
�

� 材料

根据香框主产地会稽山区诸暨市陈蔡乡和赚县竹溪乡以及诸暨市的气象台站�� �的有关

资料作为依据
，
陈蔡乡和竹溪乡作为识别区

，
而诸暨市气象站资料作为引种待识别区

。

土壤样品也是由以上 �地采集
， ’

采用常规方法
，
分析 。 ��� ��土 层的样品

，
由浙江省

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分析化验
。

��值 用电位法�水�土 � �
� 。��

�

��

收稿日期
� ����

一��
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期 刘 权等
�

香框生态适区的模式识别 ���

有机质� 丘林法

速效钾 ������中性��
�
��提取

速效磷 �����������
�����

�

��提取

碱解氮 ���������� 理。℃扩散���
�
�

� 方法

��� 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 �“
，‘ �选择了��个气象指标

， �个土壤地势指标共��个赋予权重
，

详见表 �
。

表 � 香祖自然生态指标及权盆

����� � ����������������������� ��� ����� ���������

序 号 标 权 重 �� 序 号 标 权 重

�月平均气温�℃�
年极端最低气温�，��

年极端最高气温�℃�

最热月平均气温�℃�

海拔高度���

土壤质地

粗砂含量�������
�

�����

细砂含量������ ������

有机质���

速效钾�������

碱介笼�������

速效磷�������

��值

���������������������������� �月份降水量����

�一 �月份降水量����

�� �月份降水量����

�����月份降水量����

�一 �月份平均气温�℃�
�月份平均气温�℃�

�一 �月份日照时数���

��月份 日照时数���

年平均气温�℃�

》 ��℃的年活动积温�℃�
月平均通过��℃起始间天数���

年 日照时数���

��
�

�

�
�

�

�
�

�

�
�

�

��魂�����������

��� 根据隶属度与权重大小进行模式识别
，
以上��个指标如某地年降水量

，
某地月平均

温度
，
实际上是 �个没有严格的标准定值

，
年份之间有变化

，
因此 要 借 助 模 糊 集 ������

����� 来描述���
。

模式识别就是按择近原则
，
判定另 �个待识别区究竟 最近于那 �个已知模

式
。

在模糊数学中用隶属度来表示模式与待识别对象之间相似程度
。

� 结果与分析

相似性分析

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来表示模式与待识别对象之间的 相 似
‘

程 度
，
隶 属 函数可用下 式

�一不��表

产��
二，，�

‘�
�一

�

�又，一 牙‘，�
�，

��，� �元，一 见‘，��

���簇 �元�一 牙
�，��

��
�，、‘�、

一一

���� �
，
��

，
��� �

，�… ，
��各指标值�

滩
，
为待识别对象

，

拟定为诸暨市林科所所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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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为已知的陈蔡
、

竹溪模糊集
，
每个模糊集及待识别对象共��个变量

组成
。

�，是第 �个指标隶属函数中 �个选择参数
，
如表 �

�

表 � 陈蔡竹澳十里牌的气象土镶概况

����� � ����������������� �� ��玉���� ��� ������ �������� �����

切����������������������������曰���������� 下

一序 号 标 蔡 十 里 牌 ��

�������������，�� �月份降水量����

�一 �月份降水量����

�一 �月份降水量����

��一��月份降水量�� ��

�一 �月份平均气温�℃�
�月份乎均气温�℃�

�� �月份 日照时数���

��月份日照时数���

年平均气温�℃�

》 ��℃的年活动积温�℃�
日平均通过��℃起始间天数���

年 日照时数���

�月平均气温�℃�
年极端最低气温�℃�

年极端最高气温�℃�

最热月平均气温�℃�

海拔高度���

土壤质地

粗砂含量�����
�

��一�
�

�����

细砂含量������
�

������

有机质���

速效钾�������

碱解氮�������

速效确�������

�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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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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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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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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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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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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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对于各个待识别对象与两个已知对象变量之间隶属度
，
由于各个变量�指标�的作用大小

故要加权
，
根据隶属度加权累加法

，
进行模式识别

。

�����
，
万�� 习 召��

二，，�
�，
�
�

�，

�

��各值已列于表 �中最后 �列
。

待识别区为诸暨市林科所所在地
。

得 ����诸
，
陈�� ��

。
���

��� �诸
，
竹�� ��

。
���

故说明诸暨市林科所所在地从该市陈蔡乡引种香框是不适宜的
， 同样也更不宜从嵘县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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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乡引种香概
。

�
�

� 根据诸暨市林科所老职工 反映
，
����年该所从诸暨市东溪乡引进而栽培的香框

，
至今

已 �� � 了
，
但是在林科所香极的产量不及东溪乡的 �邝

，

且长势不好
。

而东溪乡 的生 态 条

件
，
基本与陈蔡乡相似

，
由于该乡没有气象哨

，
故无法直接引用其资料

。

� 讨论

影响居桃生态模式识别的效果
，
最终是根据��� 的大小

，
凡是与��

�有关的因素都会

对识别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或对效果产生影响
，
以下就有关间题分别讨论如卞

。

�
�

� 指标的选择

如果与香摇生长结果无关的生态指标选入了
，
或者与其密切有关的指标漏选了

，
这均将

直接损害或降低���的信赖度
。

所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一些指标进行选择是最好的方法
。

从表 �可以看出在��个气象指标中
，
有 �个平均气温

，
�个极端气温

， �个降水量指标
， �

个 日照时数
， �个积温指标

，
�地之间差异不大

。

而 �个地势
、

土壤质地
、

肥力指标
、

主产

地陈蔡乡和竹溪乡之间虽有差异
，
但与诸暨市林科所所 在 地 差 异更大

，
如海拔高度陈蔡为

����
，
竹溪为����

，
但林科所仅���

�

土壤中粗
、

细砂含量
，
林科所粗砂为以上主产区的

�������， 而细砂含量则多为主产区的�
� 。倍以上

。

速效磷
、

钾的含量两个主产区分别为待识

别区�
�

���
�

�及�
�

���
�

�倍
，
碱解氮�

�

�一�
�

�倍 � 有机质 �
�

�倍
。

主产区土壤属微碱性或中

性
， ���

�

���
�

�，
而林科所所在地 �� �

�

�，
属酸性

。

所以这之间差异极大
，
因之生长反而

不如主产区
。

�
�

� 权盆的分配

如果将前面的指标选择看成是性质上的初选
，
即有关系指标选入

，
无关的指标淘汰

，
那

么
，
给入选的指标进行赋权

，
因之可以理解是对指标进行复选 ， 对关系大的给以大权

，
对关

系小的给以小权
，
因此不合理的权重分配同样会使得 �刀�变得毫无意义

。

但是权重的大小本

身带有经验性
。

通常都是请有关专家评定
。

�
�

� 函数的建立与生态环境相似程度的分级

函数的建立方法有很多种
，
每 �种函数其适用范围也很难说清

。

但函数的合理与否
，
会

直接影响 �刀�
，
因而影响识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本文将用 �个较简单的函数关系来建立隶

属函数
。

吕均良等将���值分成 �级
，
������为极相似

，
�����为很相似

，
均可以直接引种�

而�����为较相似
，
可根据具体指标而定� ���在��以下

，
则为不宜引种地区

。
�刀尺�诸

，
陈�

� ��
�

��。 ，
前面已分析

，
在��个生态指标中

，
��个气象指标相近

，
但 �个地势

、

土壤质地
、

肥

力指标之间相差极大
。

故香祥不能从诸暨市的陈蔡乡或赚县竹溪乡引种至诸暨市近郊林科所

平地
。

参 考 文 献
� 陆骊煌

，
衰嘉祖

�

北京林学院学报
， ����，

����
� �� �

� 刘来福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飞����

�

�����

� 吴君根等
�

浙江气象科技
， ����，

���
� �

选 马 正三
�

亚林科技
， ����，

���
� �����

每 徐克学
·

植物分类学担
， ����， ��

，
���

� ������书



���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刃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