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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搞好农用气象服务工作，要做到熟悉和掌握当地的基本情况、基本气候特征、气象灾害和病虫
害发生情况、作物生理生态特点、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等５个方面的内容。要做到服务形式灵活多
样，服务产品针对性强。同时要加强４个基本建设和４个体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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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气象服务是现代农业气象业务工作的重要
内容，是充分发挥气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

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天气气候条件，天时好则农业丰

收，灾害多则农业欠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西北地区以及甘肃省气候暖干化非常显著，极端气

象灾害增多增强，农业病虫害趋多趋广，给农业生产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面临的自然风险也更多更大。

据统计，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
农业损失占农业生产总值的１５％ ～２０％，远高于自
然灾害损失占全国ＧＤＰ２％～５％的比重［１］。因此，

农用气象服务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气象服务适应新形

势和新需求的产物，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好务。

围绕农业生产的需求，加强服务针对性是搞好农用

气象服务工作的关键。

１　做好农用气象服务要熟识和掌握的
知识［２－１７］

１．１　掌握当地的基本情况
（１）自然地理概况：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海拔

高度。

（２）土地状况：土地类型、土壤质地、土壤类型、
土壤水文常数。

（３）农业生产现状和特点：作物类型、品种类
型、种植制度、农业种植结构、支柱产业、科技示范园

基地建设。

（４）当地农业技术发展新动向：推广新作物新
品种、新的耕作方式和种植制度、节水技术、地膜覆

盖、施肥、农药使用、栽培管理、防灾减灾等新技术。

１．２　掌握当地的基本气候特征
包括分布特点、变化规律、地形地貌和农业生产

关系等。

（１）光能资源：太阳辐射、光照时数、光合生产
潜力。

（２）热量资源：平均气温、温度日较差、积温、热
量生产潜力。

（３）水分资源：月季年降水量、月季年降水变
率、降水保证率、月季年蒸发量；土壤水分的渗透深

度、季节变化、垂直变化、作物耗水量、水分利用率。

（４）风能资源：平均风速、最大风速、风能资源
利用率。

（５）光温水匹配：匹配特征、有效利用程度。
（６）现代气候变化基本特征：变幅、年变率、年

代际变化、突变年、变化周期、变化分布、不同气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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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特点。

１．３　掌握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发生情况
（１）气象灾害种类：干旱、冰雹、霜冻、低温冷

害、暴雨洪涝、干热风、大风、沙尘暴、连阴雨、板结

雨、大风雪等。

（２）次生灾害：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
（３）病虫害：小麦锈病、白粉病、全蚀病；蚜虫、



红蜘蛛、吸浆虫、棉铃虫；马铃薯晚疫病等。

内容：包括危害程度、危害指标、危害规律、特点

以及减轻危害对策、措施等。

１．４　掌握作物生理生态特点
对热量条件要求：

喜热作物：棉花、水稻、高粱等。

喜温作物：玉米、谷子、糜子等。

喜凉作物：小麦、马铃薯、胡麻、甜菜、油菜、蚕豆

等。

对水分条件要求：

耐旱作物：谷子、糜子、马铃薯、胡麻等。

中水作物：小麦、棉花、油菜、蚕豆等。

喜水作物：水稻、玉米、高粱、甜菜等。

１．４．１　小麦
有２个重要发育阶段：春化阶段和光照阶段。
（１）春化阶段：三叶至拔节期的低温阶段。小

麦品种的３个基本类型：冬性品种（０～３℃ ）、半冬
性品种（０～７℃）、春性品种（０～１５℃）。

（２）光照阶段：反应迟钝（８～１２ｈ）、反应中等
（１２ｈ左右）、反应敏感（１２ｈ以上）。

甘肃小麦分５种生态类型：
（１）以春性和半冬性品种为主的短、中日型，分

布在陇南南部局部地区。

（２）以半冬性品种为主的中日型，分布在陇南
大部和天水少部 。

（３）以半冬性和冬性为主的中、长日型，分布在
天水大部。

（４）以冬性为主的长日型，分布在陇东和中部
地区。

（５）春性长日型，分布在河西、中部、临夏的春
小麦区。

小麦生育阶段３个时期：
（１）幼苗期：出苗至起身。属营养生长阶段，决

定穗数、穗长、小穗数。

（２）器官建成期：起身至抽穗期。从营养生长
向生殖生长过渡，对外界环境反应的敏感期，决定穗

粒数。

（３）籽粒形成期：开花至成熟。属生长阶段，决
定千粒重和产量形成。

１．４．２　玉米
玉米生育阶段３个时期：
（１）苗期：出苗至拔节，属营养生长阶段。
（２）穗期：拔节至抽穗前，是结实器官形成期，

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过渡。决定果穗大小，每穗

粒数和空秆多少。

（３）花粒期：抽穗至成熟，属生殖生长阶段。决
定粒重和产量形成。

分４个阶段：籽粒形成、灌浆期（增加粒重）、腊
熟期、成熟期。

１．５　掌握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
１．５．１　小麦

小麦为喜凉、喜光、长日照、中水型、Ｃ３作物。
（１）春小麦

热量指标：早熟种需要１００～１１０ｄ，≥０℃积温
１５００～１６５０℃；中早熟种１１０～１２０ｄ，≥０℃积温
１６５０～１８００℃；中晚熟种１２０～１３５ｄ，≥０℃积温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幼穗分化期适宜气温为９～１２
℃；灌浆期适宜气温为１６～１９℃。水分指标：旱作
春小麦耗水量为３００～３５０ｍｍ；灌溉地为４００～４５０
ｍｍ；拔节—孕穗期为需水临界期，占耗水量１／３至
２／５。
（２）冬小麦

热量指标：陇东冬性品种需要２８０～２９５ｄ，≥０
℃积温１９００～２１００℃；渭河上游冬性品种２７０～
２８０ｄ，≥０℃积温２０００～２２００℃；渭河上游半冬性
品种２６０～２７０ｄ，≥０℃积温１９００～２０００℃；陇南
半冬性品种 ２３０～２４０ｄ，≥０℃积温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陇南春性品种２２０～２３０ｄ，≥０℃积温２１００～２
２００℃。水分指标：旱作冬小麦耗水量为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灌溉地为４５０～５００ｍｍ。
１．５．２　玉米

玉米为喜温、喜光、喜水肥、短日照、适应性较广

的高光、Ｃ４作物。热量指标：河西中早熟品种需要
１３０～１４０ｄ，≥１０℃积温２５００～２７００℃；中晚熟
１４０～１６０ｄ，≥１０℃积温２７００～２９００℃。陇东、陇
南 中熟品种需要１４０～１５０ｄ，≥１０℃积温２５００～２
８００℃；中晚熟 １５０～１６０ｄ，≥１０℃积温２８００～３
０００℃；晚熟＞１６０ｄ，≥１０℃积温 ＞３０００℃。水
分指标：河西灌区玉米耗水量为５００～６００ｍｍ；旱作
区耗水量为４００～５００ｍｍ。
１．５．３　马铃薯

马铃薯具有喜光、喜温凉、昼夜温差大、既不耐

低温又不抗高温、耐干旱、不耐高温、生育期短、播种

期长、适应性广、喜砂壤土及透水好的土壤、耐瘠能

力、抗灾能力强、增产潜力大的特点。

热量指标：中熟品种需要１３０～１５０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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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温２３００～２５００℃；复种马铃薯６０～７０ｄ，≥１０
℃积温１０００～１１００℃；结薯期怕高温，适宜温度
１６～１８℃，＞２５℃几乎停止生长且易退化，＞３０℃
完全停止生长。水分指标：灌溉地为３７５ｍｍ；旱作
地为３００ｍｍ。现蕾至块茎膨大期是需水关键期。
１．５．４　谷子

谷子为喜光、喜温、短日照作物。适应性强、耐

旱、耐瘠薄、耐盐碱、生育期短、抗逆能力强等特性。

苗期喜温耐旱，孕穗开花期喜水怕旱，灌浆成熟期喜

光怕涝。

热量指标：早熟品种需要８０～１２０ｄ，≥１０℃积
温１７００～２０００℃；中熟品种１２０～１５０ｄ，≥１０℃
积温２０００～２４００℃；晚熟品种１５０～１７０ｄ，≥１０
℃积温２４００～２８００℃。水分指标：灌溉地耗水量
为３５０～４００ｍｍ。旱作地为２５０～３００ｍｍ。耗水特
点：早期宜旱 ，中期宜湿，后期怕涝。

１．５．５　糜子
糜子为喜温、对热量要求比较高，短日照喜光、

抗旱耐旱性强的作物。具有生育期短、耐盐碱、耐瘠

薄、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

热量指标：特早熟种需要 ＜１００ｄ，≥１０℃积温
≤１８００℃ ；早熟１００～１２０ｄ，≥１０℃积温１８００～２
０００℃；中早熟１２０～１４０ｄ，≥１０℃积温２０００～２
４００℃；中晚熟１４０～１６０ｄ，晚熟１６０～１８０ｄ，≥１０
℃积温２６００～２９００℃。水分指标：一生耗水量为
２５０～３００ｍｍ。耗水特点为苗期耗水特少，中期耗
水较多，后期耗水较少。

１．５．６　胡麻
胡麻为喜凉爽、温差大、适宜大陆性气候的长日

照作物。具有好湿又耐旱、耐寒、耐瘠薄、抗逆性较

强的特点。

热量指标：河西中熟种需要１１０～１２０ｄ，≥５℃
积温２１００～２２００℃。中部和陇东中熟种为１１５～
１２５ｄ，≥５℃积温２０００～２１００℃。水分指标：灌溉
地耗水量为３７５ｍｍ；旱作地为３００ｍｍ左右。
１．５．７　棉花

棉花为喜温、喜光、长日照、喜水肥作物。也是

一种多源性作物，能适应热带到温带、季风气候到沙

漠气候（灌溉）等多种气候类型。

热量指标：特早熟品种需要 １４０～１５０ｄ，≥１０
℃积温３０００～３３００℃。水分指标：耗水量为４５０
～５００ｍｍ。
１．５．８　甜菜

甜菜为喜温凉、长日照、较大日较差、较耐旱、耐

盐碱力较强适应性广，对热量条件要求并不严格的

特点。

热量指标：界限指标 ≥０℃积温需要≥ ２６００
℃，生育期需要１３０～１５０ｄ；收成较好 ≥０℃积温＞
３０００℃，生育期为１７０～１９０ｄ。水分指标：耗水量
为４５０～６００ｍｍ。
１．５．９　油菜

白菜型油菜具有耐低温、耐寒、耐阴湿、生长快、

生育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对高寒、无霜期短的高

原气候具有独特适应性。

热量指标：冬油菜中熟种需要２８０～３００ｄ，≥０
℃积温２０００～２２００℃；春油菜中早熟种为１００～
１２０ｄ，≥０℃积温１２５０～１４５０℃；复种油菜为６５
～７５ｄ，≥０℃积温１１００～１２００℃。水分指标：冬
油菜耗水量为 ４００～４５０ｍｍ；春油菜为 ３５０～４００
ｍｍ。

甘蓝型油菜具有喜凉爽、抗寒耐湿、喜水耐肥、

抗旱性较差等特点。

热量指标：河西中早熟种需要１３０～１４０ｄ，≥０
℃积温１６００～１７００℃；洮岷地区为１４０～１４５ｄ，
≥０℃积温１７００～１８５０℃。水分指标：耗水量为
４５０～５００ｍｍ。
１．５．１０　蚕豆

蚕豆具有喜凉爽、耐寒性较强、对温度反应敏

感、对水分要求适中的长日照特点。

热量指标：早熟品种需要１５０ｄ左右，≥０℃积
温２０００℃左右。水分指标：耗水量为４００ｍｍ左
右。

１．６　暖干化对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指标的影响
气候变暖对作物热量指标性的影响非常显著。

气候变暖使作物全生长期延长，对同一熟性品种而

言，需要热量指标比变暖前有提高趋势。愈喜温作

物或全生长期延长的作物，热量指标有提高愈多的

趋势。喜凉作物全生长期缩短，需要热量指标呈下

降趋势。同一种作物旱作地玉米由于受暖干气候共

同作用下，全生育期缩短，需热量指标呈下降；而灌

溉地玉米全生育期延长，需热量指标反而有提高趋

势。

气候变干对作物水分指标的影响非常敏感。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气候暖干化使作物需水量比变化
前有增多趋势。愈喜水作物或旱作地作物或全生育

期缩短愈少的作物，水分生态适应性对气候暖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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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愈敏感，需水量指标增加也愈多。同一种作

物旱作地比灌溉地作物水分生态适应性要敏感，旱

作地玉米需水量指标增多，而灌溉地玉米反而略有

减少；同是旱作地秋粮作物，需水量指标高的喜水作

物比需水量指标低的耐旱作物要敏感。

２　农用气象服务形式灵活多样［２－５］

现代农业气象是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气象业务

的高度结合。现代农业生产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对气象保障服务需求更为迫切。随着气象为农业服

务深入发展，农用气象服务工作也日益显示其重要

作用，成为气象为农业服务的重要手段，农用气象服

务的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形式灵活，针对性强，是一

种必不可少的专业服务，社会、生态、经济效益非常

显著，必将深受政府和生产部门以及农民朋友的重

视和欢迎。

（１）农用气象预报服务
包括农业天气分析评估、作物产量、农业灾害性

天气、病虫害、作物适宜播种期、收获期、重要物候

期、土壤水分、未来气候趋势预测和极端气候条件预

测及对农林牧业生产影响的预评估等服务产品。

（２）农用气象情报服务
包括农业气象旬（月）报、雨情、墒情、温情、灾

情、农业干旱监测专报；作物生育期间的农业气象条

件分析；年度农业气候评价；气候公报；气象灾害评

估与风险分析产品等服务产品。

（３）农用气候服务
包括农用气候专题分析、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

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农用气象灾

害专题分析、农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开展精细化的

农用气候动态区划及成果推广应用、退耕还林草气

候适应性分析等服务产品。

（４）农用气象科技服务
包括农用气象科技咨询服务、农用气象适用技

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农用气象科研成果推广应用

等服务内容。

（５）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包括开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气候环境评价。

如中药材（当归、党参、黄芪、甘草）；制啤酒原料（啤

酒大麦、啤酒花）；油橄榄、百合、黄花菜、花椒、白兰

瓜、酿酒葡萄、苹果、桃、板栗等作物。开展特色作物

播种期、采摘期等时机、适宜天气预报。开展特色作

物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响应。开展特色作

物极端天气条件和病虫害预报等服务产品。

３　农用气象服务基本建设

（１）建立农用气象周年服务方案
农用气象服务要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要做到

这一点，服务单位必须建立起农用气象服务周年服

务方案。方案要确定具体项目和内容，并规定完成

时间和服务范围等。

甘肃省各地农用气象周年服务方案虽有差异，

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作物从播种至成熟期气象保障服务；作物

产量预报服务，包括年景、趋势预测、预报；土壤墒情

动态调查分析服务；防御各种自然灾害的气象服务，

包括预测、灾后调查服务以及评估；作物农业气候条

件评价等。

（２）农用气象服务４个基本建设［２－５］

农用气象服务，要达到４个要求：目的明确，任
务具体，依据充分，措施得力。要做到４化：服务制
度化、依据客观化、指标定量化、形式多样化。

为此，要做好４个基本建设：基本档案、基本资
料———数据库、基本指标、基本方法。

农用气象服务指标是气象为农业服务必不可少

的基础资料，也是服务工作的前提。目前，确定农用

气象服务指标的手段有：通过农业气象条件鉴定；农

业气象试验研究；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农业气

象灾害调查记载对比分析；引用邻近地区或相似地

区的指标等。

４　加强农用气象服务 ４个体系建
设［１、１８－１９］

为大力推进现代农业气象服务发展的需要，从

全面提升支撑和保障农业生产服务能力的需要，今

后必须加强农用气象服务４个体系建设。
（１）加强农业气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农业气象观测、试验和业务服务的顶层设

计和战略规划，推动农业气象观测、试验和业务服务

工作有序发展。

（２）健全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调控服务体
系建设

加强农业气象专业观测系统、农业气象预报系

统、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和评估系统、农业气象服务系

统、农业气候区划系统建设。

（３）加强农业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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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农业气象监测预报技术，农业气象灾

害防御技术等农业气象科学技术自主创新。

（４）加强农业气象人才体系建设
培养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农业气象业务服务

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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