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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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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自回归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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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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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于肺结核发病率的预测性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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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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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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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肺结核逐月发病率数据资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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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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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应用

6)73)J&<#

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
XT>>

模型(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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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肺结核逐月发病率数据对两种预测模型进行检验#比较预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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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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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日益受到新旧传染病双重威胁的今天#

传染病预测预警工作愈加受到重视&自
#F!B

年

T++*

和
K/1;7

共同提出
T++*!K/1;7

模型#

#F!F

年

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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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分方程提出一种麻疹流行的确定模型以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群疾病的预测研

究#数学模型在疾病预测中的应用为疾病控制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指导)

#

*

&在肺结核发病率的预测中#

数学模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适当的数

学模型对其流行趋势进行预测#以便政府有关部门

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其危害&目前有多种

数学模型被应用于传染病发病率预测#如时间序列

模型'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回归模型等等&

本研究以我国肺结核疫情资料为例#根据逐月发病

率特点选择时间序列模型中自回归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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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来进行肺结核发病率预测#比较两个

常用模型对于肺结核发病率的预测性能#为我国肺

结核的监测和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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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

!

数据来源
!

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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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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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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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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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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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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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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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将自回归

和移动平均过程整合起来的综合模型&该模型将预

测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视为
#

个随机

序列#除去个别偶然因素影响观察值外#时间序列是

一组依赖于时间
"

的随机变量&完整的
'TA6'

过

程包括模型的识别'模型参数估计'模型的诊断与预

测
%

个步骤&在建模过程中#这
%

个步骤是循环往

复的过程#需要根据参数估计和拟合效果调整模型

的形式&通常,最优-模型是那些参数估计具有显著

性'拟合效果较好'参数个数最少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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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和线性神经元建立#是径向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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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

络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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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好的柔性网络结构

以及很高的容错性和鲁棒性#适用于解决非线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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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逼近能力和学习速度方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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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优#网络最后将收敛于样本量集聚较多的优化回归

面上&在样本数据较少时#预测效果较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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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工具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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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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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对新的输入向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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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即可

得到相应的输出数据#即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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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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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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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记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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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平缓的波浪式下降趋势&

由此看出我国对肺结核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但是肺结核的防治现状仍然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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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年我国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及病死率始终位居

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及病死率排序的前
%

位#

因此肺结核仍然是高发传染病之一#在肺结核的防

治工作中#发病率的预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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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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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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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肺结核逐月发病率进行拟合#建模

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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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备选模型反复定阶后进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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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最优拟合模型并将预测

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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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肺结核发病率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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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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