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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支持向量机回归的旋转遮光带日射表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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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比较旋转遮光带日射表（ＲＳＰ）和参考标准表所测散射辐照度之间的数值差异，分析了太阳总辐照度、环

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太阳光谱等气象要素对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量误差的影响关系，提出了一种修正ＲＳＰ散射辐照

度测量值的新算法。该算法从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角度，建立了对ＲＳＰ散射误差修正值的一次预测模型，然后根

据误差修正值最优预测模型推导出ＲＳＰ散射辐照度修正算法模型。利用该算法对美国国家太阳辐射研究实验室

和劳里观测站采集的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数据进行修正，修正后两观测站数据的平均偏差和均方根误差分别降低到

－０．２Ｗ／ｍ２，３．３Ｗ／ｍ２ 和１．９Ｗ／ｍ２，８．５Ｗ／ｍ２，显示算法具有良好的修正性能和适用性。该算法能够有效避免

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中存在的欠修正和Ｖｉｇｎｏｌａ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ｙｎ（ＶＡ）算法中存在的过修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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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太阳辐射是地球 大气系统的根本动力，是气候

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太阳辐射数据可广泛用于地

球 大气系统能量收支变化研究、大气成分特性分

析、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１］和农业气象服务等领域，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现实意义。传统用于太阳辐

照度测量的是高精度热电型日射表，但由于其价格

昂贵，维护复杂，不利于大范围商业部署。目前，适

宜广泛应用的首选价格低廉的旋转遮光带日射表［２］

（ＲＳＰ），它是基于光电半导体光伏效应制成的综合

型日射表，可同时测量太阳总辐照度、散射辐照度，

并以此计算出直射辐照度，能够有效应用于太阳辐

射测量的实际业务中。

ＲＳＰ探测器是光敏半导体器件，其响应度会受

到测量环境变化的影响，进而导致辐照度测量误差，

其中散射辐照度测量值与本底标准相差最大［３］，最

需修正。国内外研究者对改善光电型日射表的测量

精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ｙ等
［４］为了减小

光电型日射表测量太阳总辐照度的误差，提出了一

种基于改进余弦响应精度的太阳总辐照度测量方

法；李照洲等［５］对硅陷阱探测器辐射计的温度特性

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加入精密温控系统以减小

温度影响、提高精度的方法；Ｋｉｎｇ等
［６，７］研究了光谱

和光线入射角对光电模块及太阳辐射传感器的影

响，并以此改善了光电型日射表的测量准确度；

Ｖｉｇｎｏｌａ
［８］研究发现，光电型日射表测量的散射辐照

度受气象要素影响十分严重，为此，他提出了

Ｖｉｇｎｏｌａ修正算法，针对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和

相对湿度修正光电型日射表测量散射的误差，该算

法在散射辐照度较低时性能还有待提高；之后

Ｖｉｇｎｏｌａ等
［３，９］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提高ＲＳＰ

测量准确度的一整套算法，其中包括针对太阳总辐

照度修正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的修正算法（ＶＡ算法），

该算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过修正现象。因此，目前

的问题在于如何综合多因素影响，针对多影响要素

提出ＲＳＰ散射辐照度修正算法，改善已有算法的修

正效果。

支持向量机［１０］（ＳＶＭ）是一种基于机构化风险

最小原则和统计学ＶａｐｎｉｋＣｈｅｒｖｏｎｅｎｋｓ维（ＶＣ）的

机器学习方法，它借助核函数展开和非线性映射，通

过在高维空间中求解凸约束条件下的二次回归规划

问题，寻找最优回归超平面，这在小样本观测数据情

况下寻找规律、拟合预测十分有效。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ＲＳＰ与参考

标准表（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热电型日射表）各自测得的散

射辐照度数值差异入手，分析了太阳总辐照度、环境

温度、相对湿度、天顶角和空气质量对ＲＳＰ散射测

量误差形成的影响关系，运用支持向量机回归理论

（ＳＶＲ），引入误差修正值作为回归对象，以造成误差

的气象要素作为支持因子，构建误差修正值预测模

型，根据误差修正值最优预测模型修正ＲＳＰ所测散

射辐照度，由此建立起一套基于支持向量机回归的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修正算法（ＳＶＲＤＣ算法）。

２　算法理论基础

２．１　犛犞犚理论

ＳＶＲ是ＳＶＭ在函数估计方面的重要应用，它

能够整合多因素对预测量的综合影响，拟合出最优

的函数模型。设训练集犜＝｛（狓１，狔１），（狓２，狔２），…，

（狓犾，狔犾）｝，其中狓犻∈犡＝犚
狀 是输入空间，狔犻∈犢＝犚

是输出空间，犻＝１，２，…，犾。ＳＶＲ问题即要寻找输入

空间到输出空间的一个映射犳：犚
狀
→犚，使得狔＝

犳（狓）
［１１，１２］。

考虑非线性回归问题，根据 Ｍｅｒｃｅｒ核展开定

理，存在非线性映射φ，将输入空间变换到高维特征

空间，在高维特征空间中，非线性回归问题转化为线

性回归问题，存在回归目标函数［１３］：

犳（狓）＝狑
Ｔ

φ（狓）＋犫． （１）

式中狑，狓∈犚
狀，犫∈犚。由最大间隔回归法，等价于求

凸二次规划最优解问题［１４］

ｍｉｎ
狑，犫

１

２
狑 ２

＋犆∑
犾

犻＝１

（ξ犻＋ξ

犻［ ］）， （２）

约束条件

［狑Ｔφ（狓犻）］＋犫－狔犻≤ε

＋ξ犻

狔犻－［狑
Ｔ

φ（狓犻）］－犫≤ε

＋ξ


烅
烄

烆 犻

，　ξ犻，ξ

犻 ≥０

（３）

式中犻＝１，２，…，犾，犆＞０为惩罚因子，ε是引入的不

敏感损失，ξ犻，ξ

犻 为松弛系数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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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拉格朗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求解该凸二次规划最优解
［１４］：

犔（狑，犫，ξ，ξ
，犪，犪，η犻，η


犻 ）＝

１

２
狑 ２

＋犆∑
犾

犻＝１
ξ犻＋ξ

（ ）犻 －∑
犾

犻＝１
η犻ξ犻＋η


犻ξ

（ ）犻 －

∑
犾

犻＝１

犪犻｛ε

＋ξ犻＋狔犻－［狑

Ｔ

φ（狓犻）］－犫｝－∑
犾

犻＝１

犪犻 ｛ε

＋ξ


犻 －狔犻＋［狑

Ｔ

φ（狓犻）］＋犫｝， （４）

式中犪犻，犪

犻 ，η犻，η


犻 ≥０是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根据最小

二乘原理，对（４）式犔分别求狑，犫，ξ，ξ
，η犻，η


犻 的偏

导，并令其等于零，由Ｋａｒｕｓｈ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最优化

条件（ＫＫＴ互补条件），得到回归目标函数

犳（狓）＝∑
犾

犻＝１

（犪犻 －犪犻）〈φ（狓犻），φ（狓）〉＋犫， （５）

式中犪犻，犪

犻 ，犫为待定参数，犪犻，犪


犻 ≠０对应狓犻称为支

持向量，犾为支持向量数，狓为待预测量，最优回归超

平面由支持向量样本点决定。

事实上，非线性变换φ的表达式，ＳＶＲ能够借助

Ｍｅｒｃｅｒ定 理 将 高 维 特 征 空 间 中 的 内 积 运 算

〈φ（狓犻），φ（狓）〉用核函数犓（狓犻，狓）代替，（５）式可转

化为［１５］

犳（狓）＝∑
犾

犻＝１

（犪犻 －犪犻）犓（狓犻，狓）＋犫． （６）

核函数的种类很多，可以在实际应用中通过试验确

定，而且核函数与向量无关，可以巧妙地避免“维数

灾难”。

２．２　算法物理基础

文献［７］指出，用于太阳辐射测量的硅半导体探

测器响应度犚受测量环境气象因素的影响，其计算

模型如（７）式所示

犚＝犳ＡＭ 犆１
犌－犇
犈０

犳Ｚ＋犆２
犇
犈（ ）
０
×

［１－０．０００８２（犜－２５）］－
１， （７）

式中犳ＡＭ，犳Ｚ 分别为空气质量和天顶角的函数，其

形式根据实验确定；犌，犇，犜分别为太阳总辐射、散

射辐射值和环境温度，犆１，犆２ 是犈０＝１０００Ｗ／ｍ
２ 时

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的检定常数。由此可见，要测

量的散射辐照度自然会因空气质量、天顶角、环境温

度和总辐照度的变化出现差异，这就为本文从气象

因素修正ＲＳＰ测量的散射辐照度提供了物理基础。

３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量误差分析

３．１　资料来源

由于国内太阳辐射观测业务中ＲＳＰ应用稀少，

获取其测量资料受到限制。本文采用美国国家太阳

辐射研究实验室（ＳＲＲＬ）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期间测量的时平均数据进行研

究。ＳＲＲＬ位于科罗拉多州南桌山上（１０５．１８°Ｗ，

３９．７４°Ｎ），海拔１８２９ｍ，这里地势开阔，从日出到日

落都没有遮挡物，常年太阳辐射充足。ＳＲＲＬ是世

界上最大的持续运行的太阳辐射观测本底站，拥有

７５套用于气象要素观测的设备，其观测数据质量可

靠且对外开放。文中待修正的ＲＳＰ是由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公司生产的第二代旋转遮光带日射表，光电探测器

为ＬＩＣＯＲＬＩ２００，采集散射辐照度，其精度信息如

表１所示；参考标准表是由Ｅｐｐｌｅｙ公司生产的８４８

热电型总日射表，加遮光盘，采集参考标准散射辐照

度，精度信息如表１所示，其平均偏差和标准偏差都

优于未经修正的ＲＳＰ。

表１ 数据资料的采集设备、时段及精度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ＭＢＥ ＲＭＳ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５％ ±３Ｗ／ｍ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ｔｏｂ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ＳＰＬＩ２００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１５％～１０％ ５％～６％

Ｔｏｔａｌ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ＳＰＬＩ２００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１．０％～－１．２％ ４％～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ｉｓａｌａＷＸＴ５２０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０．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ＶａｉｓａｌａＷＸＴ５２０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３％～±５％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ｉｓａｌａＷＸＴ５２０ ６∶００～１９∶００ ±０．０５～±０．１０ｋＰａ

　　为研究气象要素对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度误差

的影响，需要利用同期的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和气压数据。文中太阳总辐照度由ＲＳＰ

测得，已经过修正。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由

Ｖａｉｓａｌａ公司的 ＷＸＴ５２０测量变送器采集，精度信

息列于表１。同时选用了天顶角和空气质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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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误差影响因子，在去除了不满足气候学极值

检查规则的误差样本后，最终共取得１２１天共１３００

组样本数据。

３．２　数据预处理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为消除不同气象要素数

据间的量级差异，提高运算效率，对测量数据作极值

归一化处理［１６，１７］

狏ｎｏｒ＝
狏犻－狏ｍｉｎ
狏ｍａｘ－狏ｍｉｎ

， （８）

式中狏ｎｏｒ为要素归一化值，狏犻 为该要素实际值，狏ｍｉｎ

为该要素最小值，狏ｍａｘ为该要素最大值，这样，处理

后各因子数据尽落于［０，１］区间内。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的海拔高度不同，直接计算

得到的空气质量不能用于相关的数据处理，需要进

行气压修正［７］：

犕犪 ＝ （犘／犘０）·犕， （９）

式中犕犪 为气压修正后的空气质量，犘 为观测点气

压，犘０＝１０１３．２５×１０
２Ｐａ，是海平面一个标准大气

压，犕 为气压修正前观测站点的空气质量。

３．３　误差分析

将参考表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所测散射辐照度视为真

值，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度的绝对误差表示为

Δ狉＝犇（狌）－犇Ｓ， （１０）

式中犇（狌）是由ＲＳＰ测得未修正的散射辐照度，犇Ｓ

为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测得视为真值的散射辐照度，Δ狉即

为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度的绝对误差。统计数据资

料可以发现，ＲＳＰ所测犇（狌）比犇Ｓ 平均低１１．９％，

标准差为０．９３８，可见ＲＳＰ对散射辐照度的测量误

差是不容忽略的，需加以修正。

为方便修正模型的建立，引入误差修正值作为

研究对象。误差修正值是与绝对误差Δ狉绝对值相

等、符号相反的量［１７］，用犲表示为

犲＝－Δ狉＝犇Ｓ－犇（狌）． （１１）

　　这样，影响因子对ＲＳＰ散射辐照度误差的影响

关系转化为对其误差修正值犲的影响关系。记犲ｎｏｒ

为误差修正值犲归一化处理后的值，图１分别给出了

犲ｎｏｒ随气象影响因子的分布及物理变化趋势，其中变

化趋势由犲ｎｏｒ随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天顶角和

空气质量（气压修正）的二次、线性和三次拟合表

示，他们的最大残差模分别为 ４．２５６５，７．１５５５，

５．９７２３和６．０２０６。多项式拟合的阶数越高，其最大

残差模越小，但其表达式形式也越复杂。文中之所以

选择二次、线性和三次拟合曲线，就是因为此处升高

拟合阶数，其最大残差模已没有太大改善，但拟合形

式却将大大复杂。因此，在保证合理描述犲ｎｏｒ变化趋

势的前提下，选用了形式简单且最大残差模较小的

拟合方式。

图１（ａ）给出犲ｎｏｒ在０～９５０Ｗ／ｍ
２ 总辐照度范

围内的分布图，其中曲线为犲ｎｏｒ相对于太阳总辐照度

的二次拟合曲线，它反映了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度的

误差随太阳总辐照度攀升而增大。这是由于太阳总

辐照度强弱引起太阳辐射光谱特性变化，对ＬＩＣＯＲ

光谱响应度产生影响造成的。在晴朗天气下，ＲＳＰ

测得的犇（狌）比在多云天气下测得的犇（狌）小２０％～

３０％
［８］。根据数据资料分析，太阳总辐照度每增加

１００Ｗ／ｍ２，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度的误差平均增加

２．９０７Ｗ／ｍ２。

图１（ｂ）给出犲ｎｏｒ随环境温度的分布情况及其相

对于环境温度的线性变化曲线，犲ｎｏｒ随环境温度逐步

上升，其与环境温度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９７５。４５℃的

温度变化范围内，犲ｎｏｒ变化率为０．００７，说明ＲＳＰ散

射辐照度测量误差随环境温度升高而有所增加。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ＬＩＣＯＲＬＩ２００响应度受温

度变化的影响大于热电型日射表响应度受温度变化

的影响［１８］。

太阳辐射光谱对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度的准确

度有影响，本文通过天顶角和空气质量加以体现。

图１（ｃ）和图１（ｄ）分别给出犲ｎｏｒ随天顶角和空气质量

（气压修正）犕ａ 的分布规律。图１（ｃ）中曲线表示

犲ｎｏｒ随天顶角变化的三次拟合曲线，随着天顶角的增

加，犲ｎｏｒ呈减小趋势，说明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度的误

差随天顶角增大而减小。图１（ｄ）中犲ｎｏｒ样本点集中

分布在犕ａ 介于０～５和２０～２５之间的区域，位于

２０～２５之间的犲ｎｏｒ比落于０～５之间的犲ｎｏｒ平均减少

了５３．７％，犲ｎｏｒ相对于犕ａ 的三次拟合曲线显示犲ｎｏｒ

随犕ａ增大总体上趋于减小，即ＲＳＰ测量散射辐照

度的误差随犕ａ增大而减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之一是，天顶角和空气质量在清晨或傍晚时段较大，

此时大气中介于６４０～７５０ｎｍ的红光所占比重增

加，而天顶角和空气质量较小的中午时段，大气中介

于４５０～４８０ｎｍ的蓝光占据主导，由于ＬＩＣＯＲＬＩ

２００对红光的光谱响应度高于蓝光的光谱响应度，

所以，天顶角和空气质量较大时，ＲＳＰ测得的散射

辐照度要相对准确；另一个原因是一天中，热电型辐

射表光谱响应度变化不大，受余弦响应影响较

小［１９］，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的测量值不会因光谱变化而起

伏太大。如此双重作用影响下，造成了ＲＳＰ散射辐

照度测量误差随天顶角和犕ａ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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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犲ｎｏｒ随气象影响因子的分布情况及变化趋势。（ａ）随太阳总辐照度；（ｂ）随环境温度；

（ｃ）随天顶角；（ｄ）随空气质量（气压修正）

Ｆｉｇ．１ Ｐｌｏｔ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ｏｆ犲ｎｏｒ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Ｖｅｒｓ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ｏｆｓｕｎ；（ｂ）ｖｅｒｓｕｓ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ｖｅｒｓｕｓ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ｇｌ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ａｉｒｍａｓ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另外，相对湿度对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量准确度

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相对湿度表征着空气中的水

汽含量，研究表明［２０］，空气中水汽含量增加，水汽对

近红外波段７００～１０００ｎｍ的太阳辐射将产生不可

忽略的吸收作用，其最大红外吸收窗口介于９００～

９８０ｎｍ 之间
［２１］。然而，在３００～９５０ｎｍ 之间，

ＬＩＣＯＲＬＩ２００的光谱响应度是随辐射波长增大而增

加的，在９５０ｎｍ左右达到最大
［６］。即ＬＩＣＯＲＬＩ２００

光谱响应度最大对应的谱段恰是水汽吸收最严重的

谱段，因此，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ＲＳＰ测量到的近

红外波段散射辐照度相对减少，但是 Ｅｐｐｌｅｙ８４８

测量近红外波段散射时受影响程度较小，因而造成

误差修正值犲ｎｏｒ随相对湿度增大而增加。

空气气压对ＲＳＰ散射测量误差的影响较小，它

与犲ｎｏｒ的相关系数只有０．１８８４，所以本文不将气压

列入影响因子序列，而是用作参考，修正空气质量。

４　构建支持向量机回归修正模型

为修正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

顶角和空气质量（气压修正）对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

量造成的误差，以归一化误差修正值犲ｎｏｒ值为回归对

象，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顶角和空

气质量（气压修正）为支持因子，构建支持向量机回

归模型。考虑所建模型的优化，将１３００组数据分为

三个数据集：训练数据集、优化数据集和检验数据

集，各占总样本的７５％，２０％和５％，分别用于支持

向量机回归模型的建立、所建模型参数优化和性能

检验。

本文选择高斯型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

犓（狓犻，狓）＝ｅｘｐ（－ 狓－狓犻 ／σ
２）， （１２）

式中狓犻为支持向量，狓为待预测量，σ为径向基核参

数。构建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涉及到惩罚因子犆、

不敏感损失系数ε和径向基核参数σ的选择，本文

实验中采用逐步筛选法加以确定，最终分别取犆＝

１４０．０６，ε＝１６．１７３４３，σ＝６．８８７５４，模型择优标准为

相关系数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２２］。

对检验数据集样本进行预测，效果如图２所示，

犲ｎｏｒ的预测值与实况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

为０．９２１，ＲＭＳＥ为０．０７２８，表明犲ｎｏｒ预测模型的效

果良好。

根据极值归一化（８）式，误差修正值犲实际预测

值可利用犲ｎｏｒ的最优预测值，还原出来，即

犲ｐ＝犲ｎｏｒｐ×（犲ｍａｘ－犲ｍｉｎ）＋犲ｍｉｎ， （１３）

式中犲ｎｏｒｐ为犲ｎｏｒ的最优预测值，犲ｐ 即是犲实际最优预

测值，犲ｍａｘ和犲ｍｉｎ分别是误差修正值犲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用犲实际预测值犲ｐ修正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推

导出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量误差修正算法ＳＶＲＤＣ，

犇（犮）＝犇（狌）＋犲ｐ， （１４）

式中犇（犮）为修正后的散射辐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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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犲ｎｏｒ的实况值与预测值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Ｐｌｏ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ｔｕａｌ犲ｎｏｒ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犲ｎｏｒ

５　ＳＶＲＤＣ修正性能评价

修正算法模型ＳＶＲＤＣ构建完成后，要对其修

正效果进行评估，首先对其自身的修正性能进行考

察，以检验其修正有效性和适用性；然后再与同类修

正算法的修正效果进行对比，以检验其优越性。

５．１　犛犞犚犇犆性能评估

为证明ＳＶＲＤＣ修正算法自身的有效性，引入

测量准确度作为评价标准。测量准确度表示测量结

果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一致程度［２３］，它由平均偏差

（ＭＢＥ）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综合体现。ＭＢＥ反

映测量结果中系统误差的大小，而ＲＭＳＥ反映测量

结果中随机误差的大小。以犇Ｓ 作为散射辐照度真

值，修正前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犇（狌）和修正后散射辐

照度犇（犮）的平均偏差和均方根误差可以分别用

（１５）和（１６）式计算：

犲ｍｂ（狓）＝
∑
狀

犼＝１

犇（狓）犼－犇Ｓ犼

狀
， （１５）

犲ｒｍｓ（狓）＝
∑
狀

犼＝１

（犇（狓）犼－犇Ｓ犼）
２

槡 狀
， （１６）

式中犲ｍｂ（狓）和犲ｒｍｓ（狓）分别表示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

度的平均偏差和均方根误差，犇（狓）犼 为样本序列犼

对应的散射辐照度值，此处狓取狌或犮，分别对应修

正前和修正后的情况，犇Ｓ
犼
为样本序列犼对应的散射

辐照度真值，狀为测量样本数。

犲ｍｂ（狓）越趋于０，说明测量结果的系统误差越

小，其中若犲ｍｂ（犮）＞０，则存在过修正，若犲ｍｂ（犮）＜

０，则存在欠修正；犲ｒｍｓ（狓）越接近于０，说明测量结果

的随机误差越小，综合起来，测量准确度就越高。计

算检验数据集的 ＭＢＥ和ＲＭＳＥ如表２所示，修正

后散射辐照度的 ＭＢＥ和ＲＭＳＥ较修正前减小了一

个数量级，系统误差接近于０，随机误差也大大减

小，修正效果显著。

表２ ＳＶＲＤＣ修正前后的 ＭＢＥ和ＲＭＳＥ／（Ｗ／ｍ２）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ＢＥａｎｄＲＭ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ＶＲＤ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ｍ２）

狓＝狌 狓＝犮

犲ｍｂ（狓） －８．８ －０．２

犲ｒｍｓ（狓） １２．２ ３．３

　　为检验ＳＶＲＤＣ修正算法及建模所选参数是否

具有普遍意义，选用异于ＳＲＲＬ测量站点及其测量时

间的数据进行修正。本文随机选择了科罗拉多州立

劳里 观 测 站 （ＬＲＳＳ：ＬｏｗｒｙＲａｎｇｅＳｏｌａ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９．６０７０１°Ｎ，１０４．５８０１７°Ｗ，１８６０ｍ）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

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９日三天早晨６点至晚上１９点之间

ＲＳＰ测量的散射辐照度数据，同时利用了同期的气

象影响要素数据，其经ＳＶＲＤＣ算法修正前后的对

比情况如３所示，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９７。修正前

ＭＢＥ等于－１０．３Ｗ／ｍ２，ＲＭＳＥ等于１１．７Ｗ／ｍ２，

修正后ＭＢＥ和ＲＭＳＥ分别等于１．９和８．５Ｗ／ｍ２，

较修正前至少减小了２７％。可见，ＳＶＲＤＣ修正算

法对不同测量站点、不同测量时间ＲＳＰ测量的散射

辐照度也具有不错的修正效果。

图３ ＬＲＳＳ观测站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度经

ＳＶＲＤＣ修正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ＰｌｏｔｏｆＳＶＲＤ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ｕｓ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ＬＲＳＳ

５．２　同类算法性能比较

为证明ＳＶＲＤＣ修正算法在同类修正算法中

具有优势，将ＳＶＲＤＣ修正算法与同类 Ｖｉｇｎｏｌａ修

正算法和ＶＡ修正算法的修正效果进行对比。图４

所示为检验数据集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经过 Ｖｉｇｎｏｌａ

算法、ＶＡ算法和ＳＶＲＤＣ算法修正后与参考标准

散射辐照度的对比效果。

１）Ｖｉｇｎｏｌａ修正算法是Ｖｉｇｎｏｌａ在前人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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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从单因素影响入手，针对太阳总辐照

度、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三个要素，分别提出一个修

正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的表达式，然后将三者修正结果

叠加，进而实现修正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度的效果。

这存在割裂因素影响的不足，且未考虑空气质量和

天顶角所造成的误差，容易造成低散射辐照度时的

欠修正现象。ＳＶＲＤＣ改进了这种割裂因素影响的

缺陷，综合考虑总辐照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顶

角和空气质量的影响，从整体上修正气象要素造成

的误差，效果改善明显。

从图４（ａ）可以看出，经 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修正后，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犇（犮）与参考标准散射辐照度犇Ｓ

的变化趋势趋于一致，相关系数达０．９９６１，说明

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能够较好修正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的测量

误差。但不可否认，在散射辐照度低于５０Ｗ／ｍ２

时，经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修正得到的犇（犮）多处低于真值

犇Ｓ，表３给出其 ＭＢＥ等于－３．３Ｗ／ｍ
２
＜０，ＲＭＳＥ

等于６．６Ｗ／ｍ２，欠修正现象明显。图４（ｃ）所示为

经ＳＶＲＤＣ算法修正后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犇（犮）与参

考真值犇Ｓ间的效果对比图，犇（犮）与犇Ｓ的相关系数

高达０．９９９２，其 ＭＢＥ和 ＲＭＳＥ在表２中已经给

出，分别为－０．２ Ｗ／ｍ２ 和 ３．３ Ｗ／ｍ２，分别较

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减小了５０％以上。因此，在避免欠修

正和修正空气质量造成的误差方面，ＳＶＲＤＣ性能

有所改进，效果优于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

２）ＶＡ修正算法是在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基础上提出

的，它仅以太阳总辐照度作为影响因素，修正 ＲＳＰ

散射辐照度的测量值，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顶角

和空气质量造成的误差都由总辐照度代为体现，这

就导致高散射时过修正现象的存在。ＳＶＲＤＣ算法

综合考虑了总辐照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顶角

和空气质量每一个因素造成的误差，从整体上修正

其不利影响，避免了高散射时 ＶＡ修正算法存在的

过修正现象。

图４ 经三种修正算法修正后ＲＳＰ散射辐照度与参考散射辐照度犇Ｓ 的对比效果。（ａ）经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修正后；

（ｂ）经ＶＡ算法修正后；（ｃ）经ＳＶＲＤＣ算法修正后

Ｆｉｇ．４ Ｐｌｏｔ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ＳＰｄｉｆｆｕｓ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ｕｓ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ｉｇｎｏｌ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ＳＶＲＤ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４（ｂ）所示为经ＶＡ 算法修正后ＲＳＰ散射辐照

度犇（犮）与参考散射辐照度犇Ｓ间的效果对比图，它们

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８５，比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有所提高，且

不存在欠修正。但是，当散射辐照度超出１００Ｗ／ｍ２

时，犇（犮）在多个样本点上明显高于犇Ｓ，出现了过修

正。统计显示，此时犇（犮）比犇Ｓ平均高出５．５％，最大

时高出１８．９Ｗ／ｍ２。经 ＶＡ算法修正后ＲＳＰ散射

辐照度的ＭＢＥ和ＲＭＳＥ如表３所示，其ＭＢＥ等于

４．９Ｗ／ｍ２＞０，ＲＭＳＥ等于６．９Ｗ／ｍ
２，显示过修正

存在。同样，与图４（ｃ）相比，经ＳＶＲＤＣ修正后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的 ＭＢＥ仅为－０．２Ｗ／ｍ２，ＲＭＳＥ

为３．３Ｗ／ｍ２，较ＶＡ算法同样有５０％以上的改善。

可见，ＳＶＲＤＣ算法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散射误差

修正值，减小测量结果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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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算法在过修正方面的不足。

表３ 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ＶＡ算法修正后散射辐照度

犇（犮）的 ＭＢＥ与ＲＭＳＥ／（Ｗ／ｍ２）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ＢＥ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犇（犮）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ｉｇｎｏｌ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Ｖ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ｍ
２）

Ｔｙｐ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犲ｍｂ（犮） 犲ｒｍｓ（犮）

Ｖｉｇｎｏｌ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３ ６．６

Ｖ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４．９ ６．９

６　结　　论

分析了太阳总辐照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

顶角和空气质量（气压修正）对ＲＳＰ散射辐照度测

量误差的影响关系，从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角度，针

对误差修正值构建预测模型，提出了以误差修正值

的最优预测修正ＲＳＰ所测散射辐照度的ＳＶＲＤＣ

算法。对ＳＲＲＬ检验数据和ＬＲＳＳ测量数据的修正

结果显示，修正后两个观测站 ＲＳＰ散射辐照度的

ＭＢＥ和ＲＭＳＥ值分别为－０．２Ｗ／ｍ２，３．３Ｗ／ｍ２

和１．９Ｗ／ｍ２，８．５Ｗ／ｍ２，较修正前减小至少２７％，

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大大减小，修正效果明显。而

且，在与同类Ｖｉｇｎｏｌａ修正算法和ＶＡ修正算法的

效果对比中，ＳＶＲＤＣ算法能够弥补散射辐照度低

于５０Ｗ／ｍ２ 时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的欠修正现象，避免散

射辐照度高于１００Ｗ／ｍ２ 时 ＶＡ算法的过修正现

象，ＭＢＥ和ＲＭＳＥ比经Ｖｉｇｎｏｌａ算法和ＶＡ算法修

正后减小５０％以上。综合来看，ＳＶＲＤＣ算法修正

效果有效，适用性较好，且在同类算法中具有优势，

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ＳｈａＹｉｚｈｕｏ，ＢｉａｎＺｅｑｉａｎｇ，ＬüＷｅｎｈｕａ．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犎狔犱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犕犪狉犻狀犲犐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狊，２０１０，（１）：６～９

　 沙奕卓，边泽强，吕文华．我国太阳能资源观测站的设计［Ｊ］．气

象水文海洋仪器，２０１０，（１）：６～９

２Ｌｅ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Ｊｏｓｅｐｈ 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ｙ，Ｊｅｒｒｙ Ｂｅｒｎｄ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ｈａｄｏｗｂ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犃狆狆犾．犗狆狋．，１９９４，

３３（２２）：５１１８～５１２５

３Ｊ．Ａｕｇｕｓｔｙｎ，Ｔ．Ｇｅｅｒ，Ｆ．Ｖｉｇｎｏｌａ犲狋犪犾．．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ｌｏｗｃｏ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ｎｏｒｍａｌｓｏｌａ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Ｃ］．Ｐｒｏｃ．Ｓｏｌａｒ２００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２

４Ｊ．Ｊ．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ｙ，Ｌ．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Ｅ．Ｂｅｒｋｈｅｉｓｅｒ．Ｃｏｓ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ｍ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ｅｎｓｏｒｓ［Ｊ］．犛狅犾犪狉犈狀犲狉犵狔，１９９５，５４（６）：３９７～４０２

５ＬｉＺｈａｏ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ＷｕＨａｏｙｕ犲狋犪犾．．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２４（３）：

４０１～４０７

　 李照洲，郑小兵，吴浩宇 等．高精度光谱辐射标准探测器的温度

特性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３）：４０１～４０７

６Ｄａｖｉｄ Ｌ．Ｋｉｎｇ，Ｊａｙ Ａ．Ｋｒａｔｏｃｈｖｉ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Ｂｏｙｓ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ｏｌ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ｇｌ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ａ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２６ｔｈＩＥＥＥ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

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ＳｉｘｔｈＩＥＥＥ：１１１３～１１１６

７Ｄａｖｉｄ Ｌ． Ｋｉｎｇ， Ｄａｒｙｌ Ｒ． Ｍｙｅｒ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ｈｏｔｏｄｉｏｄｅ

ｐｙｒ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ｎｅｗ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Ｃ］．２６ｔｈＩＥＥＥ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

ＳｉｘｔｈＩＥＥＥ：１２８５～１２８８

８ＦｒａｎｋＶｉｇｎｏｌａ．Ｓｏｌａｒ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ｐｙｒｏｎｏｍｅｔｅ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９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９：２６０

９Ｆｒａｎｋ Ｖｉｇｎｏｌａ．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ｒｒ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ｂａｎｄｐｙｒａｎ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５ｔｈ

ＡＳ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ｕｌｙ９１３，２００６，Ｄｅｎｖ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２００６

１０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ｇｏ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犃犮狋犪 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狅狀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０，

１２６（１）：３２～４２

　 张学工．关于统计学习理论和支持向量机［Ｊ］．自动化学报，

２０００，１２６（１）：３２～４２

１１ＸｉｎｇＨ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ｌｉ．Ｗ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ｏｔｉｃ

ｃｌｕｔ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ＬＳＳＶＭ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犃犮狋犪犘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５９（１）：１４０～１４５

　 行鸿彦，金天力．基于对偶约束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混沌海杂

波背景下中的微弱信号检测［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０，５９（１）：

１４０～１４５

１２ＺｈｕＪｉａ，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ｉ，ＪｉｎＴｉａｎｌｉ犲狋犪犾．．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ｆｏｒｃａｓ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ｚ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Ｊ］．犆犾犻犿犪狋犻犮 犪狀犱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１０，１５（３）：２９５～３０２

　 朱　佳，王振会，金天力 等．基于小波分解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

机的大气臭氧含量时间序列预测［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１０，

１５（３）：２９５～３０２

１３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ＺｅｎｇＪｉ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Ｊ］．犃犮狋犪犈狀犲狉犵犻犪犲犛狅犾犪狉狊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１０，３１（７）：９２８～９３２

　 张　华，曾　杰．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风速预测模型研究［Ｊ］．太

阳能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７）：９２８～９３２

１４Ｙ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ａ，ＤｅｎｇＮａｉｙａ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ｏｆ

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ｏ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犗犚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２００７，１１（３）：１０５～１１２

　 杨志霞，邓乃扬．线性支持向量顺序回归机的原始问题的解集分

析［Ｊ］．运筹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１（３）：１０５～１１２

１５ＹｕＺｈｏｎｇｄ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ａｌｔ＆ｐｅｐｐｅｒｎｏｉｓ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ＳＳＶＲ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ｓｋ［Ｊ］．犃犮狋犪 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２９（１）：１６３～１６８

　 于忠党，王龙山．基于回归型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卷积模板的椒

盐噪声开关滤波器［Ｊ］．光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１６３～１６８

１６ＧｕＷａｎｌｏｎｇ，ＺｈｕＹｅｙｕ，ＰａｎＰａｎ犲狋犪犾．．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Ｖ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犃犮狋犪 犈狀犲狉犵犻犪犲

犛狅犾犪狉狊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１（１）：５６～５９

　 顾万龙，朱业玉，潘　攀．支持向量机方法在太阳辐射计算中的

应用［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１）：５６～５９

１７ＳｈａＤｉｎｇｇｕｏ．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３．

１０～１８

　 沙定国．误差分析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Ｍ］．中国计量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０～１８

１８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Ｒｏｂｅｒｇ．Ｔｗｅｌｖｅ Ｍｏｎ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ｈａｄｏｗｂ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Ｄ］．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４．１８～１９

１９Ｌ．ＡｌａｄｏｓＡｒｂｏｌｅｄａｓ，Ｆ．Ｊ．Ｂａｔｌｌｅｓ，Ｆ．Ｊ．Ｏｌｍｏ．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０１１２００１８



崇　伟等：　一种基于支持向量机回归的旋转遮光带日射表散射辐照度修正新算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ｅｌｌｓ［Ｊ］．犛狅犾犪狉犈狀犲狉犵狔，

１９９５，５４（３）：１８３～１９１

２０Ｚｈｏｕ 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 Ｙｕｇｕａ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ｎ′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犗犮犲犪狀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４，

２３（４）：１０９～１１２

　 周良明，刘玉光．利用地物光谱资料研究水汽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Ｊ］．海洋技术，２００４，２３（４）：１０９～１１２

２１ＸｉｏｎｇＷｅｉ，Ｓｈｉ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ｊｕｎ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ｄｙｎ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５１２～１５１５

　 熊　伟，施海亮，汪元钧 等．近红外空间外差光谱仪及水汽探测

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５１２～１５１５

２２Ｌ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ｘｉｎｇ犲狋犪犾．．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ｒａｐｉｄｓｃｒｅ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犃犮狋犪犗狆狋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１，３１（３）：０３１７００１

　 李　刚，赵　静，李家星 等．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用于疾病快

速筛查［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３）：０３１７００１

２３ＸｕＧｕｉ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Ｂｏ，ＷａｎＲｏｎｇ犲狋犪犾．．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ＧＰ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犜狅狉狉犲狀狋犻犪犾犚犪犻狀犪狀犱 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狊，２００８，２７（４）：

３４６～３５０

　 徐桂荣，陈　波，万　蓉 等．地基ＧＰＳ不同水汽反演方法的误

差分析［Ｊ］．暴雨灾害，２００８，２７（４）：３４６～３５０

栏目编辑：谢　婧

０１１２０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