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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而总括起来
,

构造所研究对象模型的方法有 种
,

即所谓唯理方法和唯象方法

唯理方法着重于揭示支配事物生成的动力系统 此时事物必须 呈现出
“
灰箱

”
特性

,

通过对于事物变化规律的不断了解
,

使得事物机制 由
“
灰箱 ”向

“
白箱

”
转化

。

但当班础理

论不存在或与之相差甚远时
,

事物系统呈现出
“

黑箱
”

特性 此时
,

我们对于事物的 了解仅

局限于输人值和输出值
,

而不知道其内部结构 只有通过分析输人值与输出值之间的联

系
,

来推测未来的发展状况
,

这就是所谓唯象研究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

唯象研究方法的特例【习

设有 组随肘间 变化的序列
,

一
, ,

⋯
, ,

那么 传统的一维时间序列模

型可以广义地用映射表示为
,

一 一 切 , , 卜
,

⋯
,

卜

如果将
,

替换为向量
,

那么相应地 式中的映射 甲 变为向量值映射
,

从而也就是

多维时间序列间题

如果构造 甲 是线性映射
,

那么 式称为线性时间字列模型
,

如著名的 和

模型 相应地
,

当构造 甲 是非线性映射时
,

那么称 式为非线性时间序列漠型
,

如

和 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要使时间序列模型具有较高的拟 合精度
,

关键在于映射 甲与

实际值的逼近程度 然丽
,

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性
,

人们通常只能通过线性的方法来实现



示 其结构是一个具有 激励函数

和平方误差准则的多层前馈网络

输入 单元 对于任意时间 , ,

是相关的时间延迟
,

即 ’ ‘ , 乙 给

出 个实值输人单元 神经网络的第 走步预

测因子 户 及一 是由下式定义的

忠卜 , 。 、卜 、、, 一 , ,

⋯
, , ,

、、,

卜 卜
,

⋯
, 二 , 、

一

、一
, , ,

其中 表示网络的变换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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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纯粹的自回归模型常常是很难反应其具有很强季节性的序列 因此
,

有必要对

例络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一种直接的办法是增加一组 个二进制的月份单元
。

它利用

一组较粗略的 月份编码来表示当前 月份 例如
, ,

一 。 , · ·

一 矶 表示

一月份
,

而用
,

一
, ,

一 。
· · ·

表示二月份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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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用 个输人单元 ’卜
, 一 , ,

《
,

表示关于所预测时间的 年延迟 我

们用年份单元来表示长数据的序列周期性

由表 可以看出 神经网络模型要比传统预测方法好 其最小均方差 要比线

性预测和 方法小得多 这是因为神经网络方法更具有非线性特性
,

更适合于识

别非线性映射的变化特性

表 , 一 年太阳黑子数预测结果

年 份 观察值 线性预测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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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学习采用改进的 算法
,

采用分阶段重置权系数的方法
,

可缩短学习时间
。

应用实例

我们应用上述多维时间序列神经网络模型对新疆玛纳斯棉田的害虫进行了预测 基

础数据包括 。年一 年在玛纳斯棉田每年 一 月期间
,

每隔 天
,

害虫烟蓟马
、

天

敌纹蓟马的种群密度以及此时的旬亚均温雨系数 在此
,

我们之所以采用每限 天采样

一次是 由植保学理论及农艺师的经验决定的

我们采用韵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所示 应用改进的 算法进行 。。 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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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息

,

从而得到较优的组合预侧值

衰 单位 亿元

年 份 储蓄存款 最小平方法 三次指数法 神经网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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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 称
特 性

一
一

传 统 方 法 神 经 网 络

数值计算

过程操作

样本学习

模式识别

模糊数据

可维护性

适 应 性

自适应性

并行处理

大规模性

最大拟合

高 精 度

容 错 性

解释结果
】

注 为具有特性 为不具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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