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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宁夏农业气象观测记录、报表中出现疑误较多的项目，例举了若干问题，分析问题原因及
正确处理记录方法，提出了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应用中的不足，以便提高资料的准确率及使用性。探讨

了农业气象观测资料、记录的不规范原因及未来工作的改进思路。重点引用了灌区永宁和无灌溉山

区固原农业气象实验站的原始观测记录，分析说明了气象灾害的正确观测记录方法。认为农业气象

观测资料实时性差、信息化处理相对落后是农业气象观测质量考核不够严格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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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气象观测是农业气象业务、服务和科研的

基础，观测方法的规范和统一是气象台站取得具有

准确性、代表性、比较性的农业气象资料的重要保

证。对开展作物发育期预报、农业气象产量预报、农

业气象灾害、病虫害情报、预报，定量评价等专题服

务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严格执行《农业

气象观测规范》，及时纠正农业气象审核工作中提

出的疑误，提高观测的规范性，资料的准确性，对于

提高农业气象预报服务的决策能力和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农业气象观测存在突出的问题是作物观测

中气象灾害、病虫害的调查统计不规范、作物乳

熟期密度增加测点理解不准确及田间工作项目

的记载不全等。土壤水分观测中干土层及渗透

深度的观测不及时或漏测造成记录的不完整。

自然物候中气象、水文现象记录的差异，具体在

下文中进行分析。

１　观测重要性及资料应用前景

农业气象观测是气象基础观测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结合气象天气预报对农业生产开展决策服务

的根本，严格执行观测规范和有关技术规定，严格农

业气象观测质量考核，保持农业气象观测人员的相

对稳定十分重要。

（１）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是制约农业生产
的重要因子之一，往往导致作物生长发育受到抑

制或损害，造成减产或品质下降。进行农业气象

灾害和病虫害观测调查并及时、准确地提供相关

情报，是组织防灾、抗灾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关键。

也是为开展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预警预报积

累基础资料。因此，在作物生育状况地段上观测

的同时，重大的灾害，要及时做好本站全县范围

内的调查，以不漏测所调查的内容，满足情报服

务需要为原则。

（２）物候现象是生物节律与环境条件的综合反
映。物候观测资料可以预告农事活动，对作物引种、

布局、园林建设、农业气象预报、情报，农业气候专题

分析及区域气候的研究，编制自然历等方面均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不能忽视。

（３）《农业气象观测规范》执行以来，宁夏一级
台站一直开展着主要农作物生长量的测定，包括作

物不同发育期的叶面积、干物重、分蘖消长、灌浆速

度等。生长量资料有效反映了一定时间间隔内气象

条件对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的影响，对准确分

析作物某一时段生长发育状况，开展决策气象服务

具有一定的帮助。目前，该资料在农业气象报文中

没有涉及到，所以一直不能够及时上传，失去了使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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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观测记录存在的问题

２．１　作物观测
２．１．１　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

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是危害农业生产常见的

自然灾害，使作物生长和发育受到抑制或损害，是产

量减少或品质下降的主因。

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观测调查中，存在着

观测调查记录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因此，不能够

准确真实地反映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发生发展

情况及受害程度。具体反映在农气簿 －１中，“观测
地段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观测记录”栏里有农业

气象灾害或病虫害的观测记录，农业气象灾害或病

虫害已遍及全县，达到１００％，而“农业气象灾害和
病虫害调查记录”栏中却没有相应的调查记录。

例如表１：永宁县麦套玉米观测地段霜冻灾情
记录，全县受灾达到了１００％，由于作物受害程度基
本为同一等级，只在备注栏进行了说明，没有大田的

灾情调查记录，也没有进行表２相关要求的调查记
录。这样的记载方法，虽然也反映出了灾害的发生

发展和受害情况，但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范》要

求，没有做到完整和规范。

霜冻是温度异常引起的农业气象灾害，春霜冻

多出现在喜温作物出苗后。为了及时、准确地提供

情报，要严格、规范地进行观测、调查、记录，不得漏

测。特别是天气气候情况按《规范》中第６．１．５详
细进行描述记录，根据受灾面积、比例尤其不要缺漏

文中表２的记载。
宁夏冰雹、小麦锈病是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农

气簿中相关栏目需详细记录，农业气象报表中同样

要按要求抄录。

固原在农气簿 －１中“观测地段农业气象灾害
和病虫害”栏目中记录了“条锈”、“冰雹”灾害（６月
２日、７月２６日），并描述记录了“此灾遍及全县”，
大田的灾情调查相应地也进行了记录。在农气表－
１中的“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调查”栏中也正确地
进行了填写，非常符合《规范》要求。

２．１．２　植株密度
植株密度是构成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因素

之一，是科学种植的重要指标。分蘖作物密度的变

化与气象条件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对作物密度发

生变化的发育期精确地进行密度测定非常重要。但

密度的计算中存在着因理解不准确从而导致计算错

误现象，特别是稀植和穴播（栽）作物的密度计算中

要加强对规范要求的理解，提高准确性。

（１）水稻、小麦乳熟期密度测定时，每个区增加
１个点，共８个点。８个点的总长度是实测值，而不
是原４个点长度的２倍。

ａ　条播密植作物
错误１：每个区增加１个点，共８个点值，误计

算为４个点值的倍数。
正确：在原（２行相加）１ｍ的基础上另再选１ｍ

的点值共２ｍ的点值，密度不均匀的地段测量长度
增加１倍（２行相加２ｍ）。

表１　观测地段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观测记录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ｒｅａｓ

观测

日期

灾害

名称

受害

期

天气

气候

情况

受害

症状

植株受害程度

受害、死亡

株（茎）／总株（茎）

１ ２ ３ ４ 平均

器官

受害

程度

／％

灾前

灾后

采取

措施

预计

对产

量的

影响

地段

代表

灾情

类型

地段所在区、乡

和全县受灾面

积和比例

４月

１６日
霜冻

开始期

１６日４时

气温为 －３．０

℃、≤０℃时

间４～８时

植株顶部

叶尖受冻

发黑

全田

受害
２０ 无 无 轻

杨和乡，全县

受灾 １４．７万

亩占１００％

４月

１６日
霜冻

终止期

１６日８时

４月

１７日
霜冻

开始期

１７日１时

气温为 －３．５

℃、≤０℃时

间为１～８时

植株顶部

叶尖受冻

凋萎

全田

受害
３５ 无 轻微 中

杨和乡，全县

受 灾 ９ ３３３

ｈｍ２占１００％

４月

１７日
霜冻

终止期

１７日８时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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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调查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ｅｓｔｓ

调查日期 ６月２日（测点２） ７月２６日（测点２）

灾害名称 锈病 冰雹

受害期 猖獗期 ２５日１６：３３～１７：００降雹

灾害在县内分布的主要区、乡 此灾遍及全县 城关、好水、城郊、峰台、陈靳、山河、崇安

县内成灾面积和比例（单项和各种作物）
冬小麦成灾面积１７３３３ｈｍ２、占播种面

积１００％

冬小麦成灾面积 ２０００ｈｍ２，占播种面积

１１．５％，其他作物１５３３ｈｍ２万亩，占播种

面积６．７％

作物受灾症状 叶片出现锈病
冬小麦穗打折、打断，子粒脱落严重，胡麻

茎杆打折，其他作物叶子被打破

植株、器官受害程度 植株染病８０％

冬小麦约 ６０％穗打断、打折，子粒脱落严

重，胡麻４０％茎杆打折，秋作物叶子１００％

打破，部分田块绝产

灾前灾后采取的主要措施 灾后采取用药物防治 灾前采取人工高炮消雹作业

灾情综合评定 中 重

减产情况 ２０％ ５０％

其他损失 无 无

成灾其他原因分析（地形、品种、播期、栽培

方式等）
无 无

资料来源 实地调查 、农技中心 实地调查、民政局

　　错误２：小麦乳熟期密度测定时，每个区增加１
个点，共８个点，重新进行了行距测定，因此造成密
度值误差没有可比性。

正确：只增加到８个测点，平均１ｍ内行数不再
重新测定。

ｂ　稀植或穴播（栽）作物
１ｍ内行数同条播密植作物规定：平作地段每

个测点出１０个行距（１～１１行）的宽度，４个测点总
行距数除以所量总宽度为平均１ｍ内行数，既“４０
÷总宽”，以ｍ为单位，取２位小数（ｃｍ）。
（２）玉米发育期—七叶的辅助观测项目
“定苗日期”记载是玉米田间工作项目记载中

不可缺少的一项，关系到七叶测定密度（定苗后），

如果七叶发育普遍期已过，尚未最终定苗，则第一次

密度“株数”的测定应在拔节前“定苗”日。通常七

叶前基本已“定苗”，田间工作项目中不能漏记，以

免造成记录矛盾。

２．１．３　水稻分蘖期观测
生育期观测时间及百分率统计特殊情况的处理

不规范。

例如：某站水稻分蘖期观测６月１２日统计始期
达１８％，６月１４日普遍期达９２％ ，已过末期标准，
备注栏尚未注明原因。

从分蘖动态观测（数据见表３）确定的分蘖盛期
６月２４日，有效分蘖终止日为７月４日。笔者认为
分蘖盛期记６月２９日更妥，６月１４日出现９２％的
结果应注意依据《规范》第２章２．１．４第３条：特殊
情况处理进行准确记载，同时将处理情况记入备注

栏。

表３　观测地段水稻密度测定记录
Ｔａｂ．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ｒｉ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ｒｅａ

测定日期 发育期 测定项目 测点总和 １ｍ２株（茎）数

６．１４ 分蘖普遍期 所含茎数 １１５．７０ ３８８．７５

６．１９ ５ｄ加测 所含茎数 １４０．４２ ４７１．８１

６．２４ ５ｄ加测 所含茎数 １５５．４３ ５２２．２４

６．２９ ５ｄ加测 所含茎数 １６６．２８ ５５８．７０

７．４ ５ｄ加测 所含茎数 １６８．８２ ５６７．２４

７．１４ 拔节普遍期 所含茎数 １５９．１２ ５３４．６４

　　水稻分蘖期观测须注意：一是禾苗在秧田若发
生分蘖，切记要观测记载发育期百分率；二是当分蘖

达到普遍期时，要每５ｄ加测１次密度观测，以便准
确确定分蘖盛期；当第１次观测植株进入发育期的
百分率≥１０％，隔日第２次测得进入发育期的百分
率≥８０％。制作报表时，普遍期栏记第２次观测的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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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如果发育期要进行末期观测，也作为末期出现

的日期记载。

２．１．４　生长状况评定
“作物生长状况”评定与作物生育期间气象条

件分析评述中有关气象灾害影响程度矛盾。如：气

象条件分析评述为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４日的霜冻灾害
使得玉米“七叶”比历年推迟了１～４ｄ，小麦叶尖部
受冻打蔫，生长状况评定仍为１类苗。

正确：生长状况由三叶期的１类苗到七叶期降
为２类苗较妥。依据《规范》第３章３．４中评定标
准。

２．２　土壤水分观测
２．２．１　降水渗透深度

干土层的测定要求在干旱季节的作物观测地段

上。当土壤干土层（包括湿土层下的干土层）厚度

≥３ｃｍ，日降水量≥５ｍｍ或过程降水量≥１０ｍｍ，
降水过后待雨水下渗以后进行渗透深度观测，常年

旱田都应观测不得漏测。但在具体操作中，测定时

间上各局（站）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甚至缺测。

从实际情况看，在作物第一个发育期至最后一

个发育期时段内，逢８取土日之间首次降水且量级
达到测渗透深度规定的要求，干土层记录值是上次

取土日测定值。若首次降水量没有达到要求值又出

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降水过程，并且降水量达到

要求。此时的干土层厚度由于首次降水影响，应该

有变化，但不影响渗透深度测定，因为每次降水日期

都有记载。

２．２．２　实际值大于田间持水量的备注
对《规范》第１章１．５．２中“若实际值大于田间

持水量需在备注栏注明”的理解，存在着系统性的

理解误差，有２种认识理解：
（１）把实际值理解为土壤总贮存量与田间持水

量相比较后进行备注，直接在报表中注明“ｘｘ月 ｘ
日ｘｘ层次土壤总贮存量大于田间持水量”；

（２）把实际值理解为土壤重量含水率与田间持
水量进行比较后的备注。

针对以上２种情况，山区和灌区及较湿润地区
将会出现２种测定结果（实际值），考虑同单位名称
可比性原则应以后者（２）为准，统一记录。
２．２．３　加测时间的确定

对“补充规定”中关于“如果作物播种期和收获

期与逢８取土超过２ｄ时，应加测土壤湿度”的理解
有误。

部分台站误将收获与成熟期混淆，用收获期与

逢８的日期超过２ｄ加测土壤湿度，遗漏了成熟期
土壤湿度的加测问题。笔者理解“收获”为田间工

作项目记载，以成熟期为妥。

应该是以《规范》第２．２表２为依据（作物从播
种到成熟）。

若还未到最后一个发育期即收获，收获与逢８
的日期超过２ｄ，也应注意加测。
２．３　自然物候

农事活动及物候现象，地区性差异较大，各观测

点记录的处理记载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２．３．１　积雪日期与积雪融化日期
雪的观测有“积雪日期”记录，而“积雪融化日

期”却没有记录或融化日期不统一。

积雪开始融化和完全融化日，从规范的理解应

是积雪时间较长的地方进行观测。由于宁夏冬季干

旱少雪，若有几次降雪过程，每次积雪持续时间短

且融化较快，应遵循以下原则［１－２］进行记载，以年内

最后一次积雪过程融化日为准。

（１）上年度有积雪，该时段最后一次积雪出现
在当年１～６月，将此次积雪作为观测对象，记录开
始融化和完全融化的日期。以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日当
天积雪当天完全融化为例，应记录为１月２０日。

（２）上年度有积雪，该时段最后一次积雪出现
在上年７～１２月，将此次积雪作为观测对象，记录开
始融化和完全融化的日期，并注明年份。例如２００３
年应记录为１２．２０（２００２）。

（３）上年度和当年１～６月没有积雪现象，开始
融化和完全融化２栏填写“未出现”。

（４）上年度没有积雪，当年１～６月出现积雪，
则当年开始融化栏记初次积雪和开始融化２个日
期，初次积雪加以注明，例如１．１５（初次积雪）。
２．３．２　雷暴和闪电不同于地面观测记录

雷暴和闪电的观测记录，有些（局）站没有按照

自然物候观测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观测记载，而是直

接摘抄地面观测记录簿中的相关记录，是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

气象、水文现象，凡地面观测有记录的项目，抄

自地面观测记录簿、表，但雷声、闪电［１，３］由于农气

规范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地面观测，每次出现均应根

据实际情况２种现象分别进行记载。
２．３．３　“严寒开始”日的记录

对“严寒开始”日的定义理解存在差异，导致记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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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日早晚存在差别。某站２００２年记录在９月下旬，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记录在１０月上旬，而邻近大部分站历
年记录最早都在１１月上、中旬。

从规范文字理解：以观测场蒸发皿中初次结冰

为“严寒开始”。考虑到山区气候特点在深秋偶尔

出现一次强寒潮天气也有结冰现象，９月底１０月初
记“严寒开始”日，气温回升后结冰消失，与实际气

候特点不符。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蒸发皿有初次结冰现象，１０
月２４日后连续结冰；１０月２７日冻土深４ｃｍ，１１月
１４日后５ｃｍ连续有冻土并逐渐加深；１１月１２日固
定地段表层冻结，１８日１０ｃｍ土层冻结。资料分析
表明１０月上旬“严寒开始日”不妥。

南部山区按照实际情况要考虑小气候特点判

断，分析相关气象要素以持续结冰的开始日期为

“严寒开始”日期。

以上仅是近几年在农业气象审核工作中发现归

纳的几点共性问题，在农业气象观测及报表制作过

程中还有很多《规范》中没有明确和统一的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实践和探讨。

３　原因浅析

３．１　责任意识不强
观测站点的布局，是针对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安

排制定的，观测质量的高低和数据的完整是关系到

为农服务的大事，培养责任意识是关键。

３．２　农业气象观测员专业知识欠缺
（１）基层台站业务人员的技术素质参差不齐，

平时只注重个人的学历学习，放松了对所从事业务

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掌握［４］。

（２）新业务、新技术转型较快，对台站业务人员
的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对《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尤其是有关的补充技术规定和技术文件掌握不够熟

练，理解不透彻。

３．３　农业气象观测人员不够稳定
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范》的要求，农业气象观

测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多年来，农业气象观测人

员变动较大，许多没有系统学习过农业气象专业知

识。

（１）台站观测业务工作逐年新增业务项目较
多，出现业务人员紧张及变动大的局面。

（２）新增人员的实际工作锻炼不足，承担农业
气象业务工作，实际观测经验、知识欠缺造成脱节现

象。

３．４　观测规范的完善及细化程度不够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是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一些

技术细则的规定不够具体，缺少地方特色产业相关

内容。

（１）近年，根据农业气象区划及气候特点，在观
测站点布局上作了很大的调整。依据地方产业增加

了枸杞、硒沙瓜、多种牧草等项目的农业气象观测任

务，但缺乏相关的技术手册及《规范》内容。

（２）《规范》及相关的补充规定和技术文件没有
明确或过时、不全，导致观测人员认识理解不同。

３．５　农业气象业务管理不到位
（１）农业气象业务管理人员多为兼职，下基层

时间少，与业务人员交流不多，检查工作走马观花，

对存在的问题了解不够，解决问题不到位。

（２）业务管理人员本身的农业气象业务技术素
质不高，业务管理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对台站的业务

检查、指导、帮助不力。

３．６　质量考核及资料信息化程度差
农业气象观测质量考核不够严格，没有进行３

级质量控制。

报表资料审核、制作还处在原始的手工阶段，原

始资料尚未信息化。资料的时效性、应用性不够，资

料共享、存档已不适应现代业务的需要。

目前，国家气象局已开发了台站级的农业气象

业务系统并在试运行阶段，质量控制及系统本地化

工作是最终目的。

４　改进措施和办法

４．１　责任到位，增强认识
各级领导和业务管理人员应加强政治思想工

作［４］。要把培养责任意识作为职业道德、敬业爱岗

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去落实，以此促进农业气象观

测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４．２　统一标准，加强管理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是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实施

已近２０ａ，标准化内容已明显落后。要尽快开展标
准化建设，以精益求精的标准为控制点，把农业气象

观测的目标、责任、内容和操作要求，用定量、统一、

规范的标准定下来，做到观测有程序，程序有控制，

控制有标准，用标准来规范观测，用标准来提高观测

质量。建全台站预审制度，把农业气象观测３级质
量控制纳入年终目标任务进行考核。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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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不断学习，提高技能
按现有《规范》要求操作，农业气象观测的项目

多，人工经验判断多。因此，观测员除应具备一定的

理论知识外，还应具有相应的工作实践经验，必须取

得上岗证后方可承担农业气象观测工作任务。

４．４　完善规范，细化操作
各地气候特点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不同，使得

各个观测站点的实际操作存在差异性。各观测站点

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及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在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的基础上统一操作标准，把汇

编问题解答，列入本站点的《观测员手册》中。

４．５　结合实际，加强培训

加大对农业气象观测人员的培训工作力度，解

决实际问题真正使培训起到实效。农业气象观测人

员要具备基本的气象知识及农学知识，结合当地的

特色产业观测进行业务骨干的新业务、新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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