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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作物观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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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作物观测是研究气象条件对小麦生产影

响和开展农业气象服务的一项基础工作,对提高

小麦产量,减少灾害损失尤为重要。陕西省24
个一级农气站中有14站开展小麦观测,观测内

容主要包括:发育期观测,生长状况评定,高

度、密度、生长量测定,产量结构分析,农气灾

害、病虫害及生育期气象条件评价等。近几年,

由于台站周围环境变化,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加

快,严重影响农作物观测环境,加之农气观测人

员变动频繁,缺乏实际操作培训等,小麦作物观

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此,探讨小麦作物观测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注意观测地段的选择

由于近几年城市发展加快,许多台站观测环

境受到严重影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作物观测

地段难以寻找,有的观测地段频繁变动,有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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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即08000,正确应为08001)。重要天气报

告编发中,按本省 (区、市)要求的发报标准编

发的重要天气报告,W0 报 “1”;按国家气象中

心要求的发报标准编发的重要天气报告,W0 报

“0”;同时符合本省 (区、市)和国家气象中心

要求的发报标准时,W0 也报 “0”[2]37。陕西省

基本、基准站08时编发前一日日降水量,属本

省发报标准,W0 报 “1”,在测报业务软件可以

采取人工修改报文的办法实现。
(4)天气现象转记时漏发霾重要天气报告

某基本站从轻雾转记霾,能见度小于5.0
km,漏发霾重要天气报。重要天气报告发报标

准规定,霾能见度小于5.0km要编发报。实际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夜间一直记轻雾,能见度持

续小于5.0km,白天如转记霾,此时要特别注

意及时拍发霾重要天气报。
(5)气温日极值编码出现野值

某一般站08时天气加密报最低气温组编发

错误 (21429,即-42.9oC),超过该站气候极

值,出现野值,导致发报错情。此种情况多发生

在自动站故障后,温度、湿度等要素值出现野

值,观测人员未能及时处理,编报时也未认真校

对报文内容,将野值带入天气报 (天气加密报)

中,造成发报错情。
(6)防范措施

编报错情一般有发报错、多发报、漏发报、

发报顺序错等。主要出现在编发重要天气报,

云、能见度、天气现象编码,自动气象站故障等

环节。台站观测人员平时要加强对各类发报技术

规定和手工编发报的学习和演练,特别是熟悉各

类定时、不定时发报的要素临界值、发报时次、

电码规定。自动站出现故障后,观测人员要对出

现的野值进行判断,特别对发报有影响的不正常

记录要立即处理,编报过程中,坚持人工校对报

文,确保正确、及时地进行观测和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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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台站。观测地段的选择应严格遵循规范要求和

原则,根据现有条件,选择既能代表当地生产水

平,又与大气观测场的气象要素相一致的地段,

最好选定若干观测地段,以便保持连续性。对选

好的地段进行编号,并绘制观测地段综合平面示

意图,观测地段如有改变,应及时在示意图上标

明。地段综合示意图作为台站的技术档案保存,

当观测人员变动时,新观测员就能全面了解本站

不同时期的观测地段,方便资料应用。另外,还

应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协议,随时保持联系,避免

出现 “田间工作”记载不及时的问题。

2 准确把握作物发育期

发育期观测是作物观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对小麦各发育期标准作了比

较详细的说明,然而,农作物的生长受品种、土壤

肥力、气象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表现出的外部特

征与规范中的发育标准有时会有所不同,要准确

的观测记录作物发育期,需要观测人员根据发育

标准及气象条件综合考虑。结合规范要求,发育

期观测应注意三点。首先,应明确观测时间、观测

次数。一般是隔日观测,下午进行。对特殊的发

育期,如抽穗、开花期则需每日观测,开花期上午

观测。其次,选择好观测植株。小麦除分蘖期需

要固定观测植株外,其它发育期不需要固定植株。

一般每小区连续取25株(茎)观测,数出已进入发

育期的株(茎)数进行记录,特别注意拔节期观测

时,由于小麦是分蘖作物,不论是条播还是撒播,

每小区均取10个大茎。再次,整体把握发育期属

于目测的观测项目。小麦发育普遍期的确定以进

入发育期的百分率≥50%为界,全部13个发育期

有一半属于目测项目,不需要统计百分率,如出

苗、越冬开始、乳熟等。记录这些发育期时,由于

不进行百分率统计,不同的观测人员会有不同的

判断标准,因此要求观测人员注意经验积累,把握

整个观测地段的生长状况,台站观测人员较多时

可进行集体观摩,统一标准,还可用数码相机将一

些发育普遍期拍成图片,方便观测员对比、交流,

从而减小误差。

3 注重小麦农气灾害、病虫害观测

由于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不断增多,影

响小麦生长发育的农业气象灾害也有所增加。为

了能够及时准确地记录气象灾害,观测人员不但

要有气象方面的知识,还要有足够的农学知识,掌
握小麦各个发育期容易出现的灾害指标。一般冬

前及越冬期间出现的农气灾害主要有冻害(初冬

温度骤变型、冬季长寒型、冻溶交替型)、干旱,拔
节期容易出现干旱,抽穗以后主要有干旱、连阴

雨、干热风等[1]。小麦病虫害多数出现在抽穗期

以后,主要有麦蚜虫、红蜘蛛、吸浆虫条锈病、纹枯

病等。这些病虫害的认知可请教当地农业部门。

观测员要熟悉记录项目和记载方法,记录灾害出

现的时间、范围,及时开展大田灾害调查,对全市

范围内的灾害、病虫害情况进行较详细的记载。

4 小麦生育期内气象条件鉴定的编写

小麦生育期内气象条件鉴定就是评价气象因

素对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品质等的影响。写

好气象条件鉴定,需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统
计发育期间的气象资料,如每个发育期内的平均

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积温等,与历年同期平均

值的比较。其次,了解小麦各发育期适宜的气象

指标。如一般小麦播种出苗期最适宜土壤湿度在

65%~75%,适播期日平均气温15~18oC;越冬

前积温在500~600oC·d,利于形成壮苗;分蘖

期要有充足的光照,适宜气温在6~13oC,气温

过低分蘖缓慢,过高易徒长,抑制分蘖等等[2],通
过比较发育期内的气象条件与适宜指标的差异,

评定气象条件是否满足作物的生长发育需要。发

育期内出现的农气灾害,在评价时可将本年度的

气象条件与上年度、历年的情况进行比较,避免简

单的气温、降水偏高、偏低的叙述。最后,综合各

个发育期内的光、温、水等气象因子对产量形成、

品质的影响,对该年度小麦生育期内的气象条件

进行定性评述,即气象因子对小麦的生长是利大

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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