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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元市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苍溪县气象局、广元市气象局、四川苍溪猕猴桃研究所、苍溪县植物保护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勤、赵周、曾娟、邓秋月、谯蓉、杜兵、李璐、蔺睿、何荣志、何仕松、任

小平。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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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广元市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光、热、水、土资源和地理环境十分利于猕猴桃产业发展。 

多年来，为促进猕猴桃产业发展，苍溪县农业农村局、四川苍溪猕猴桃研究所及苍溪县气象局联合

开展猕猴桃相关产业调查和观测，积累了猕猴桃农业气象观测的技术和方法。 

本标准是猕猴桃农业气象观测的技术规范，为取得具有准确性、代表性、比较性的农业气象观测资

料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猕猴桃生长环境中气象要素和生物要素的观测记载，可鉴定农业气象条件对猕

猴桃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及品质的影响，对科学研究、指导猕猴桃种植布局、提高产量、提升品质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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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猕猴桃观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观测项目、技术要求、观测方法、观测时间、观测频

次及观测簿的记载。 

本标准适用于广元市范围内猕猴桃农业气象观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51/T 281    农业气象术语 

DB51/T 282    气候术语 

DB51/T 580    天气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观测地段 observation site 

猕猴桃生育状况观测的地块。 

3.2 发育期观测 observation of development stages 

根据猕猴桃植株外部形态变化，观测从发芽到果实采摘的各发育期的过程，并记录相应发育期出现

的时间。 

3.3 生长状况评定 assessment of growth status 

根据猕猴桃枝条长势和影响产量各主要因素，综合目测评定猕猴桃群体生长状况。 

3.4 植株密度测定 determination of plant density 

对单位面积上猕猴桃植株数量进行测定。 

3.5 大田生长状况 situation of crop growth in filed 

综合反映县区不同生长水平猕猴桃生长状况。 

4 猕猴桃观测的组织 

4.1 观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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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遵循生育状况与气象要素平行观测的原则。一方面观测猕猴桃生长环境的气象要素，同时观测

猕猴桃的生长进程、生长状况、产量。 

4.1.2 采取点面结合的观测方法。既要有相对固定的观测地段进行系统观测，又要在猕猴桃生长的关

键时期和气象灾害、病虫害发生时，进行大范围的农业气象调查，以增强观测的代表性。 

4.2 观测地段 

4.2.1 观测地段和植株的选择 

观测地段应符合以下原则和要求： 

a) 观测地段必须具有代表性。地段要代表当地一般地形、地势、气候、土壤和产量水平及主要耕

作制度，应保持相对稳定； 

b) 观测面积一般为 1hm2，不小于 0.2hm2，并且种植在 3年以上 10年以下的地块上； 

c) 观测地段应尽量避免小气候影响，观测地段距林缘、建筑物、道路（公路、铁路）、水塘等应

20m以上，应远离河流、水库等大型水体，尽量减少小气候的影响； 

d) 猕猴桃大田生育状况调查点，应选择能反映全县（市、区）猕猴桃生长状况和产量水平的不同

类型的地块，并保持相对稳定，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调查应在能反映不同受灾程度的地块

上进行； 

e) 以县区为单位，以大棚生产为主的（占 80%）猕猴桃产区，观测地段可以选在大棚内。少量大

棚种植的，除观测地段观测外，可根据需要对大棚开展对比观测。大棚生产是指按相关建设规

范搭建的标准猕猴桃大棚，并按生产规程进行规范管理的大棚猕猴桃。 

4.2.2 观测地段分区 

将观测地段按地块形状分成大致相等的4个区，作为4个重复，按顺序编号，各项观测在4个区内进

行，为便于观测工作的进行，要绘制观测地段分区和各类观测点的分布示意图。 

4.2.3 观测地段资料 

4.2.3.1 观测地段综合平面示意图的内容 

示意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该站所有猕猴桃观测地段的位置、编号； 

b) 气象站的位置； 

c) 气候观测场和观测地段的环境条件，如村庄、树林、果园、山坡、河流、渠道、湖泊、水库及

铁路、公路和田间大道的位置； 

d) 其它建筑物和障碍物位置。 

4.2.3.2 观测地段说明 

所选定的观测地段逐一编制地段情况说明，内容包括： 

a) 地段编号； 

b) 地段土地使用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c) 地段所在地的地形（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地势（坡地的坡向、坡度等）及面积（hm2）； 

d) 地段距气候观测场的直线距离、方位和海拔高度差； 

e) 地段环境条件，与房屋、树林、水体、道路等的方位和距离； 

f) 地段的种植制度，有无间种、套种等； 

g) 地段的灌溉条件，包括有无灌溉条件、保证程度及水源和灌溉设施，滴灌、喷灌、人工灌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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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地段地下水位深度，记＞2m或≤2m；或者按实际记录，取小数一位； 

i) 地段土壤状况包括土壤质地（砂土、壤土、粘土等）、土壤酸碱度（PH值）和肥力（上、中、

下）情况； 

j) 地段的产量水平，分上、中上、中、中下、下五级记载，约高于当地近几年平均产量的 20%为

上，高于平均产量 10%～20%为中上，相当于平均产量为中，低于平均产量 10%～20%为中下，

低于平均产量 20%为下。 

5 发育期观测 

5.1 发育期观测的一般规定 

5.1.1 观测品种 

由县（区）农业农村局确定当地普遍推广种植的优良猕猴桃品种，应记载猕猴桃的品种和熟性（早

熟、中熟、晚熟）。 

5.1.2 观测时间和次数 

5.1.2.1 猕猴桃发育期一般两天观测一次，隔日或双日进行，开花期每天观测。 

5.1.2.2 规定观测的相邻两个发育期间隔时间较长，在不漏测发育期的前提下，可逢 5和旬末巡视观

测，临近发育期恢复隔日观测。 

5.1.2.3 观测时间一般定为下午，开花期观测在上午进行。 

5.2 观测地点的选定 

5.2.1 测点位置 

在观测地段4个小区内，各选有代表性的一个点，作上标记，并按区顺序编号，发育期观测在此进

行。 

5.2.2 选定时间 

一般在猕猴桃树液开始流动后，下一发育期出现前进行。 

5.2.3 观测植株选择 

每个测点连续固定10个枝蔓。条件受限时，也可选连续5个枝蔓作简易观测。 

5.3 发育期的确定 

5.3.1 当观测植株上出现某一发育期特征时，即为该个体进入某一发育期。地段猕猴桃群体进入发育

期，是以观测的总株数中进入发育期的株数所占的百分率确定的。进入某一发育期的株数第一次≥10%

为发育始期，≥50%为发育普遍期，≥80%为发育末期。一般发育期观测到≥50%为止，开花记录末期，

观测到≥80%。 

通过公式（1）计算发育期百分率，记载时取整数，小数四舍五入。 

 %100 BCA „„„„„„„„„„„„„„„„„„„„„„„（1） 

式中： 

 A----表示发育期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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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表示观测的总株数； 

 C----表示进入发育期的株数。 

5.3.2 特殊情况的处理 

特殊情况按如下规定处理： 

a) 因栽培措施等原因，有的发育期未出现或发育期出现异常现象，应予记载； 

b) 固定观测枝蔓失去代表性，应在观测点内重新固定枝蔓观测，当测点植株有 3株或以上失去代

表性时，应另选观测点； 

c) 在规定观测时间遇到有防碍进行田间观测的天气或灌溉可推迟观测，过后应及时补测，将本次

观测日期相应作为观测始期、普遍期、末期的日期； 

d) 以上情况出现或处理情况应分别记入备注栏。 

5.4 猕猴桃观测的发育期及其标准 

5.4.1 伤流期（树液流动）* 

在观测植株上剪断一根枝蔓尖端，在5分钟内有树液渗集在横断面上。若无树液渗出，应用蜡封口，

下次观测可再剪同一树枝。该枝条不选作其它物候期观测。  

5.4.2 芽萌动* 

腋芽开始膨大，呈绒球状，腋芽鳞片裂开，从绒球中露出绿色。  

5.4.3 展叶期 

a) 始期：开放的芽展开第一叶片； 

b) 盛期：半数枝蔓的叶片完全展开。 

5.4.4 开花期 

雄花开放*：花朵开放露出雄蕊。  

雌花开放：花朵开放露出丝状花柱。  

分别记载雄、雌花开花始期、盛期、末期。  

5.4.5 幼果期* 

谢花后出现如绿豆大小幼果，粒径约0.3cm～0.5cm。 

5.4.6 果实膨大期* 

果粒开始膨大，粒径大于0.5cm，直至不再增大。 

5.4.7 采收期* 

果实出现品种固有的色泽和风味，可溶性固形物、干物质含量达到采收标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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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收期标准 

品种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干物质含量% 果实发育期(天） 

红阳 7.0～9.0 ≥18.0 ≥130 

金艳 8.0～10.0 ≥14.0 ≥170 

翠香 7.0～9.0 ≥17.0 ≥135 

1.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测试：采样时间从果实发育期满前10天开始取样，每隔5天1次，选择在晴

天早上9:00—11:00或下午3:00—5:00采样。 

2. 果实发育期计算方法：从授粉当天开始至采收当天所经历的生长天数，即为果实发育期。每个

产区因花期不同，果实采收期存在一定差异。果实发育期为参考指标。 

  

5.4.8 落叶*：  

a) 始期：树上变黄的叶子第一批脱落； 

b) 末期：叶子几乎完全脱落。 

注1：有*的发育期根据需要选择测定。 

6 生长状况测定 

6.1  植株密度测定 

是指第一次采收期测定单位面积上的总株数，以每平方米株数表示，密度测定运算过程及计算结果

均取二位小数。 

6.1.1 密度测定地点 

密度测定时在每个发育期测点附近，选有代表性的1个测点，做上标记，每次密度测定都在此进行。

测点需距园地边缘2m以上。 

6.1.2 密度测定方法 

使用如下方法测定密度，运算过程及计算结果均取二位小数： 

a) 1m 内行数：平作地段每个测点数出 5个行距（1～6行）的宽度，以米为单位，取一位小数，

具体要求如下：数出行距数，4个测点总行距数除以所量总宽度，即为平均 1m内行数； 

b) 1m内株数：各测点的株距数之和除以所量总长度，即为平均 1m内株数； 

c) 1m
2
的株数按照公式（2）计算 

 FED  „„„„„„„„„„„„„„„„„„„„„„„„„„„„„（2） 

式中： 

 D----1m2的株数； 

E----1m内的行数； 

 F----1m内株数。 

6.2 果实生长速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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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观测小区选定1株，每株选定5个正常果实挂牌做好标记，进行定株定果观测。从幼果出现观测

到果实停止膨大为止。每次用游标卡尺在果穗中部各测量5个果实纵、横径（果实最大处）,以毫米（mm）

为单位，取一位小数，求其平均。如有脱落，另选大小相近的果粒补充。每隔20天测量1次。生长速率(单

位：mm/天)计算：   

生长速率=(本次生长量-上一次生长量)÷间隔时间„„„„„„„„„„„„„„„„„（3） 

6.3 含糖量、可溶固形物、干物质含量测定 

6.3.1 采样方法 

根据猕猴桃基地的规模、布局、地形、地势合理安排抽样点和取样量，抽样点应不少于5个，每个

点取果实不少于4个，一般取样量不少于20个。称量过程取一位小数，求其平均，保留一位小数。两次

采样中间隔5天观测一次，直到成熟采摘为止。 

可选用五点式、棋盘式或“Z”字形式等抽样方法进行多点取样（如图6-1、6-2、6-3、6-4所示）。 

  

图6-1单对角线式取样法   图6-2五点式取样法    图6-3棋盘式取样法  图6-4“Z”字形式取样法 

6.3.2 含糖量测定方法 

采用单果测定方法，从每个猕猴桃果实两端切下1.5cm宽，挤出果实两端部位果汁，混匀后用胶头

滴管吸取2滴，用数显式糖度计或手持折光仪测定。每批试样不少于20个果子，求其平均值。 

6.3.3 果实干物质含量测定方法 

随机抽取样果不少于20个，沿果实赤道中部横切面均匀切取2mm厚的薄片，称重（鲜重）后放入65℃

烘箱内恒温烘干（8小时左右），取出再称重（干重），取平均值。干物质计算见公式（4）。 

干物质含量=干重÷鲜重×100%„„„„„„„„„„„„„„„„„„„„„„„„„（4） 

6.4 生长状况评定 

6.4.1 评定时间和方法 

在猕猴桃的每个发育普遍期进行评定。以整个观测地段全部猕猴桃为对象，当年与历年及较大范围

对比，综合评定猕猴桃生长状况的各要素，采用划分枝蔓、花、果实类别的方法进行评定。前后两次评

定结果有改变时，要注明原因。 

6.4.2 评定标准 

猕猴桃生长状况评定标准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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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猕猴桃生长状况评定标准 

类别 评定标准 

一类 
猕猴桃生长状况优良，枝蔓健壮，密度均匀，花芽果粒发育良好。没有或仅有轻微的病虫害

和气象灾害，对生长影响极小。预计可达到上（丰产）年景水平。 

二类 
猕猴桃生长较好或中等，密度分布不太均匀，有少量缺蔓死（断）枝现象。花芽、果粒发育

较不好。遭受病虫害和气象灾害较轻。预计可达到平均产量年景水平。 

三类 

猕猴桃生长不好或较差，密度分布不均匀，缺蔓死（断）枝现象严重。花芽果粒发育较差。

病虫害和气象灾害对生长有明显抑制或产生严重危害。预计低于平均产量，是下（减产）年

景。 

四类 生长状况极差，枝蔓被毁、花果大部脱落、成片死亡，造成绝收、毁园。 

 

7  产量结构分析 

7.1 产量结构分析的时间及取样 

猕猴桃采收期，在观测地段4个区取样，每区采用五点式取样，随机取10个果实，在室内进行数量

和长度、围径度测定，并及时进行产量分析。注意样本的保管。 

7.2 分析项目 

7.2.1 产量因素测定的内容和方法 

a) 平均果实重（g）：40个果实重的平均值,取二位小数； 

b) 果实长(cm)：实际果实长的平均值,取一位小数； 

c) 果径(cm)：40个果径长的平均值，取一位小数。 

7.2.2 产量结构分析步骤和方法 

a) 单株果实重（kg/株）：每一小区取一观测株，称取果实重量，求出单株平均重量，取一位小

数； 

b) 最大果粒重(g)：称出最大一个果粒的重量，取二位小数； 

c) 理论产量(kg/hm
2
)：平均单株果实重乘以每公顷株数，取一位小数； 

d) 实际产量(kg/hm
2
)：取观测地段产量或果园的平均单产，应注明是地段产量还是果园产量，地

段是否单独采收。 

8 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的观测和调查 

8.1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观测 

8.1.1 农业气象灾害观测重点 

重点观测以下农业气象灾害：干旱、连阴雨湿害、大风、低温冻害、雹灾、高温热害、暴雨洪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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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干旱：降水不足，形成土壤干旱，导致作物正常需水得不到满足，从而对植株生长发育果实形

成带来不利影响，严重时植株枯萎甚至死亡。 

根据干旱出现时间，分别记载春旱（3～4月）、夏旱（5～6月）、伏旱（7～8月），记录出

现时段、范围、累计降雨量，发育期、猕猴桃生长与受害症状、对产量形成可能影响。同时调

查面上干旱影响情况。 

b) 连阴雨湿害：3～7天或以上连续阴雨，土壤过湿，对植株生长发育造成的危害。 

花期遇连续降雨，造成花粉及花粉孢子失去活性，影响座果率；湿害导致夏梢黄化、根系受损、

抗病力变弱；秋季连阴雨，影响果实品质形成、成熟与采摘。 

记录连阴雨出现的起止时间、累计雨量，有无日照，伴随的降温情况，植株所处发育期、植株

受害情况，对产量形成、成熟与采摘的影响。 

c) 大风：风速≥17m/s 造成猕猴桃枝条、花、果的机械损伤及猕猴桃的支架、大棚设施等的损坏

等。 

d) 低温（冻害）：果树越冬期间，遭遇严重霜冻、结冰，致使植株受冻死亡或植株上的芽受冻不

开放；展叶后遭遇强寒潮(大幅度降温)或维持长时间低温（不同发育期致害温度不同）对猕猴

桃枝叶、花芽等造成的危害。 

e) 雹灾：1）叶子被打坏、打落；2）果实被打散、果粒被打落。 

f) 高温热害：夏季 7～8月气温持续 3天以上 37℃或以上，或者极端最低气温高于 20℃，日平均

气温持续高于 27℃以上，猕猴桃叶片日灼，果实日灼，弱树落叶等热害综合症状。 

g) 暴雨：24小时降水≥50mm。 

h) 洪涝：24小时降水≥100mm或连续 3天累计降雨量≥150mm。 

8.1.2 观测时间和地点 

a) 观测时间：在灾害发生后及时进行观测。从受害开始至受害症状不再加重为止； 

b) 观测地点：一般在猕猴桃生育状况观测地段上进行，重大的灾害，还要做好全县（市、区）范

围的调查。 

8.1.3 观测项目记载 

农业气象灾害按照如下规定记载： 

a) 农业气象灾害名称、受害期； 

b) 天气气候情况； 

c) 受害症状； 

d) 灾前、灾后采取的主要措施，预计对产量的影响，地段代表灾情类型； 

e) 地段所在乡（镇）受害面积和比例。 

8.1.4 受害期 

当农业气象灾害发生，作物出现受害症状时记为灾害开始期，灾害解除或受害部位症状不再发展时

记为终止期，其中灾害如有加重应记载。 

8.1.5 天气气候情况 

灾害发生后，记载实际出现使猕猴桃受害的天气气候情况，在灾害开始、增强和结束时记载（表3）。 

 

 

 



DB5108/ T15—2019 

9 

表3 主要天气气候情况 

名称 天气气候情况记载内容 

干旱 春旱、夏旱、伏旱出现时间、干旱等级 

连阴雨湿害 连阴雨持续日数、过程降雨量、日照时数 

风灾 风速≥17m/s的持续时间、极大风速、平均风速 

低温（冻害） 过程日均温、降温幅度、极端最低气温、地温及开始结束日期、持续时间 

冰雹 最大冰雹直径（mm）、冰雹密度（个/m
2
）或积雹厚度（cm） 

暴雨洪涝 降雨范围，24小时降水量，过程累计降水量，降雨强度 

高温热害 ≥37.0℃或者持续日平均气温≥27.0℃、极端最高气温及日期 

  

8.1.6 受害症状 

记载猕猴桃受害后的特征状况，主要描述受害的器官、受害部位，并指出其外部形态、颜色的变化。

根据以下特征，按实际出现情况记载并影像资料。 

8.1.7 受害程度 

8.1.7.1 受害百分率：在观测地段内，受害株数占果树总株数百分率见公式（5）。 

 %100 IHG „„„„„„„„„„„„„„„„„„„„„„„„„„„„（5） 

式中： 

 G----果树受害百分率； 

 H----受害株数； 

 I----总株数。 

8.1.7.2 器官受害程度：反映植株受害的严重性。目测估计器官受害百分率。 

8.1.8 灾前、灾后采取的主要措施 

记载措施名称、效果。如施药情况、物理防治方法等分别记录。 

8.1.9 预计对产量的影响 

按无影响、受灾、成灾、绝收划分，其中造成减产10～30%为受灾，30%～70%为成灾,≥80%以上为

绝收。 

8.1.10 地段代表灾情类型 

全县(市、区)范围内灾情分轻、中 、重三类，记载地段所代表的灾情类型。 

8.1.11 地段所在乡镇和全区域受灾面积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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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载猕猴桃和其他作物的受灾面积（hm
2
）及比例，并说明资料来源。如灾后进行调查，全区

域情况这里可不记载。 

8.2 主要病虫害观测 

8.2.1 观测范围和重点 

病虫害观测主要以猕猴桃是否受害为依据。各地观测项目可与当农林部门会商。危害严重的主要病

虫害应作为观测重点。观测范围和重点如下： 

8.2.1.1 主要病害 

a) 溃疡病：对茎部、叶片、花蕾及整株均可危害。 

茎部症状：发病植株在病部出现乳白色黏质菌脓，划破皮层可见韧皮部开始变为深灰色，腐烂。

进入伤流期后，病部菌脓与伤流混合从伤口流出，呈铁锈红色。病斑扩展绕茎一周后，导致发

病部以上枝干坏死，也会向下扩展导致地上部分或整株死亡。新梢发病后变黑枯死。 

叶片症状：叶片发病时在新生叶片上呈现褐绿色小点，水浸状，后发展为 1～3 毫米不规则或

多角形褐色病斑，边缘有明显淡黄色晕圈，叶片上产生的许多小病斑相互融合形成枯斑，叶片

边沿向上翻卷，不易脱落；秋季叶片病斑呈暗紫色或暗褐色，容易脱落。 

花蕾症状:花蕾受害后不能张开，变褐枯死。 

b) 花腐病：发病开始时花蕾和萼片上出现凹陷病斑，逐渐蔓延到芽体上受害。受害花瓣变桔黄色，

开放后又变褐色直到腐烂，最后因受害而脱落。 

c) 灰霉病：叶片发病，沿叶脉呈“V”型浅褐色坏死病斑或相间轮纹状病斑；高湿条件下，发病

部位或叶背产生灰色霉层，干燥时呈褐色干腐状，最后导致叶片干枯脱落。果实感病，病斑初

呈水渍状褐色，后出现大量灰色霉层。 

d) 褐斑病：发病初期，叶片边缘产生近圆形暗绿色水渍状斑。多雨高湿条件下，病斑由褐变黑，

多个病斑愈合，形成大型近圆形或不规则形斑。后期病斑中央为褐色，周围呈灰褐色或灰褐相

间，边缘深褐色。受害叶片卷曲破裂，干枯易脱落。 

8.2.1.2 主要虫害 

a) 介壳虫：主要有桑白介、粉介和糠片盾介等。以雌性成虫、若虫为害树体，附着在树干、枝蔓、

叶片和果实表面，刺吸枝蔓叶果实的汁液，造成枝叶枯萎、甚至整株死亡，诱发煤污，影响果

品商品性。 

b) 金龟子：主要以成虫取食幼芽、嫩梢、叶片及花蕾,造成叶片缺刻、穿孔,花蕾不能正常开放。 

8.2.2 观测时间 

结合生育观测状况进行。如有病虫害发生应当立即观测记载，直至该病虫害发生或为害结束。 

8.2.3 观测地点 

在观测地段上进行。同时记载地段周围情况，遇有病虫害大发生时，应在全市（县、区）范围内进

行调查。 

8.2.4 观测项目及记载方法 

观测项目及记载方法如下： 

a) 病虫害名称：记载中文学名，不得记各地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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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害期：当发现猕猴桃受害时，记为始发期；病虫发生率高，病害记为盛发期，虫害记为猖獗

期；病虫害不再发生时记为停止期。 

c) 受害症状：记载受害部位和受害器官的特征。 

d) 植株受害程度：受害比较均匀的情况统计百分率。受害不均匀的情况，分别估计受害、死亡面

积占整个地段面积的百分率。 

e) 器官受害程度：采用目测估计器官受害的严重程度。 

f) 灾前灾后采取的主要措施，预计对产量影响，受害地段代表灾情类型，受害地段所在乡镇受害

面积和比例。 

9 主要田间工作记载 

9.1 观测记载时间 

在发育期观测的同时，记载观测地段上实际进行的栽培管理项目、起止日期、方法和工具数量、质

量及效果等。观测人员到达观测地段时，如果田间操作已结束，应立即向操作人员详细了解，并结合观

测地段内猕猴桃状况的变化及时补记。避免虚假、片面和遗漏。 

9.2 记载项目和内容 

9.2.1 原则要求 

原则要求的内容包括： 

a) 生产水平不同，栽培技术措施各地差别很大，要按实际的项目和内容，用通用术语记载项目名

称，切忌地方俗语。猕猴桃田间工作记载项目和内容主要有：除萌、疏蕾、授粉、疏果、套袋、

修枝、嫁接、灌溉、采收、施药、施肥、除草清园等。 

b) 同一项目进行多次的，要记明时间、次数。 

c) 数量、质量、规格等的计量单位，一律按法定计量单位，如千克（kg）、立方米(m
3
)、米(m)

等。 

9.2.2 田间工作 

田间工作有以下项目 

a) 除萌：记录时间、效果。 

b) 疏蕾（果）：记录时间、效果。 

c) 授粉：记录时间、花粉用量。 

d) 套袋：记录时间、效果。 

e) 嫁接：记录时间、品种等。 

9.2.3 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有以下项目 

a) 整枝。 

b) 施肥：底肥、追肥的肥料名称、有效成份（含量）、数量、施肥日期、方法等。 

c) 灌溉：灌水时要记载灌溉次数、日期、方式、时间。 

d) 施药：药品名称、有效成份、含量、浓度、用药量、施药次数、日期及时间。 

e) 灾害天气的防御或补救措施：如防御低温、霜冻的灌水、熏烟、覆土、覆盖，防御冰雹的措施、

方法、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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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采收 

采收日期，采收方式，多次记录。 

9.2.5 其他 

人为其他活动影响地段猕猴桃生长发育也应记载。 

9.3 质量和效果评定 

9.3.1 实施农业气象技术措施的田间作业，其质量除受到人为操作影响外，与天气条件关系极为密切，

实际质量按“优良”、“中等”、“较差”三级予以评定记载。 

9.3.2 各项田间工作质量评定 

a) 田间管理:各项农技措施是否达到要求。施药喷洒、施肥、灌水均匀程度等。 

b) 采收：采收成熟度，采收质量。 

9.3.3 凡质量评定为较差应说明原因，是天气影响，还是土壤状况不适于田间作业，或是人为组织和

技术上原因。 

10 生育期农业气象条件鉴定 

总结分析猕猴桃生长发育期间的气候特点，对各时段气象因子的利弊简要评述，采用与历年或上一

年资料对比的方法写出鉴定意见。评述的重点是气象因子对产量形成的作用和贡献，以及对品质的影响。 

11 县（区）单位平均产量 

从县（区）统计局获得，与上年比增减产百分率以县平均产量由公式（6）计算，增产记“+”，减

产记“-”，并注明资料来源。 

 %100 MKJ „„„„„„„„„„„„„„„„„„„„„„„„„„„（6） 

式中： 

 J----增减产百分率； 

 K----当年平均产量； 

 M----上年平均产量。 

12 观测记录簿、表的填写 

按观测规定要求依次填入相应农业气象观测簿（表）中。 

 

 

 

 

 

 



DB5108/ T15—2019 

13 

参 考 文 献 

[1] 农业气象观测方法(下卷).国家气象局气候司（一九九三年）。 

[2] QX/T 282-2015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枸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