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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观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气象为
农业服务的水平和效果，其中作物观测和发报是
农气观测工作的核心。本文针对陕西农气观测和
编报提出了提高农气观测质量的方法。
作物观测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和各种业务技术规定，对
作物观测的标准、项目、内容、方法的规定千头万
绪，加之作物观测是以作物的发育进程为观测主
线，一年只进行一次，没有反复操作和熟悉掌握的
机会。为确保不错不漏，需要依据《农业气象观测
规范》对所观测的作物建立观测流程。商洛气象局
农气中心在观测实践过程中不断归纳，逐步摸索、
总结，编制出“观测流程表”，既能及时准确、保
质保量地完成作物观测工作，又能保证常年不出错

情，为提高农气观测的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观测流程表”按作物发育期出现的先后顺

序，由上至下制成一简表，左边填写各发育普遍
期的历年平均日期（以提示发育期将出现的时
段），在发育期右侧相应栏中，写上观测内容、观
测方法、观测项目等。最后，将具有共性的土壤
湿度观测时间、深度、产量因素的计量单位、精
确度，分条写在下面大栏里。这样，将《农业气
象观测规范》和各种业务技术补充规定中关于作
物观测的项目、操作方法、易错易漏的内容编在
在简表中，条理分明，清晰简洁，一目了然。将
它随身携带或夹在观测薄及台板里，经常翻看，做
到心中有数，可有效减少或堵截观测错情。以商
洛玉米为例说明观测表的编制方法（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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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反向变化，即“中－四周振荡”特征。第三特
征向量西部为正，东部为负，具有明显的“东－
西震荡”特征。在第一特征向量对应的主分量曲
线图上，正值表示一致偏多年份，负值表示一致
偏少年份，从中可以看出，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和１９９０年
是雷电天气异常偏多年份，１９７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和
２００１年是异常偏少年份（图３ｂ），与区域雷电日
的年际变化基本一致。
结论
５１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东北
县（区）的雷电天气明显多于西南；黄河沿线明
显多于沙漠地带。
５２榆林地区雷电天气主要集中在５—９月，其

中６—８月集中最为明显。
５３榆林地区雷电日数的年际差异比较显著。
５４近３５ａ来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呈长周期减少
阶段，但其中还包含着１３～１７ａ的较短周期变
化。
５５通过ＥＯＦ展开，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存在
“一致性”、“中－四周振荡”和“东－西振荡”三
种分布类型，其中“一致性”表现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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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商洛玉米观测流程表
平均日期发育期观测方法 观测项目
６月１１日播种记日期 田间工作记载
６月１８日出苗 目测
６月２４日三叶百分率

７月７日 七叶百分率定苗时测密度（定苗中耕
时田间记载）

７月２６日拔节百分率高度（量至最高叶尖）
８月８日 抽雄百分率茎粗
８月９日 开花百分率
８月１２日吐丝百分率

９月２２日乳熟 目测
高度（量至雄穗顶）、茎
粗、果穗长、果穗粗、双
穗率、密度（总株数、有
效株数）

１０月２日成熟 目测取样４０株田间工作记载
注：１抽雄、开花期发育期每日观测。

２从播种到成熟每个发育普期进行土壤湿度测定
（５０ｃｍ），作物播种收获日距逢８日取土超过２ｄ应加测；
出苗至成熟每个发育普期要进行生长状况评定。

３作物地段在冬季１０ｃｍ土壤冻结到春季１０ｃｍ解
冻期间，逢８日停止取土。

４单位：高度为ｃｍ；茎粗为ｍｍ（单株、平均均取
整数）；果穗长、果穗粗为ｃｍ（单株取整数、平均取一位
小数）；双穗率为％（一位小数）。

５取样后１月内完成分析，２月内做完报表寄出。

编发ＡＢ报
气象旬（月）报的编发是按中国气象局下发

的（ＨＤ－０３）电码规定进行的，其中除基本气象
段、地温段能自动生成外，其余各段的编报较为
复杂，准确地掌握编报规定有一定的难度。根据
中国气象局气象旬（月）报电码（ＨＤ－０３）、气候
发［１９９１］８１号文件中气象旬（月）报电码（ＨＤ
－０３）问题解答，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就如何编
发（ＨＤ－０３）中第２段（农业气象段）、第３段
（灾情段）及第５段（产量段）提出应注意的问题。
２１思想重视，提前准备有关资料

不同季节编报的内容不同，需要准备的资料
也不同，只有思想高度重视，提前准备编报需要
的原始资料。例如旬内出现了某种气象灾害，需
要了解灾害程度、受灾面积、持续时间等，如事
先未准备，到编发报时就无从下手。要做好这项

工作，第一要对所编报地区的农业生产、气候和
气象灾害出现规律、病虫害发生规律等有较深入
了解，熟悉各类气象灾害的指标及出现时段，这
样才能增强农情、灾情观测的目的性、主动性，以
便及时编发相应灾情报，防止漏发。
２２技术方面需注意的问题

（１）平时熟读规范及补充规定，反复理解每
一规定的含义，对每一组的解释应字斟句酌，难
以理解或规定不确切的应及时向管理部门请示或
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以便规范操作。

（２）旬内出现两个发育普遍期时，按出现的
先后重复编发第１５、１６组，第１７、１８组采用后
一发育普遍期的资料编报；若这两个发育普遍期
中，只有前一个发育普遍期测高度或密度值时，则
以前一个发育普遍期的资料编报第１７、１８组。发
育期距平编报时优先用普遍期距平编报，没有普
遍期时用后一发育期的距平编报。

（３）２７组中灾害强度（ＱＱＱ）的编报对于不
同的灾害，编报方法不同，如干旱、洪涝、连阴
雨、病虫害等灾害编发灾害持续日数（灾害出现
的当天至消失的当天）；而暴雨、霜冻、大风、高
温、干热风等灾害则编发旬内灾害的出现日数；雹
灾发生时，前两位ＱＱ编降雹持续时间（以分为
单位取整），最后一位Ｑ编冰雹直径（以厘米为单
位取整数），旬内出现几次冰雹时则以最严重的一
次降雹资料编报。

（４）电码本第３９组麦土比中用到的土地面
积，是指编报区域（本县或本区）内国土面积
（即含耕作、森林、山河、道路等所有面积），不
是指作物种植面积。

（５）编发产量预报组时，由于产量预报分趋
势预报和定量预报，产量预报编报也要分（趋势
预报和定量预报）两次编发。其中增减产趋势是
指当年产量与上年产量相比。

（６）麦类分析时不要忘了分析穗粒重。
（７）《农业气象观测规范》上卷中，在产量分

析时未提到小麦的穗粒重、玉米的空秆率，但产
量分析资料编报时却要编报这两项，因此在产量
分析时要注意分析小麦穗粒重和玉米空秆率，以
免发报时因无资料而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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