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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建平、姜丽霞、李帅、闫平、朱海霞、王萍、纪仰慧、赵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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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大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豆农业气象观测的规则,包括观测原则和地段选择,发育期、生长状况、生长量、产
量要素、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田间工作等的观测时次、项目、标准和计算方法,观测结果的记载

记录格式等内容以及观测簿表填写。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大豆农业气象观测的业务、服务和研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平行观测 parallelobservation
观测大豆发育进程、生长状况和产量的形成情况,同时观测相关的环境要素。

2.2
植株密度 plantdensity
单位土地面积上大豆植株的数量。
注:以株数每平方米表示。

2.3
大豆空秕荚 emptyandblightedpod
荚果中无粒或不足正常籽粒1/4的荚。

3 观测原则和地段选择

3.1 观测原则

3.1.1 平行观测

观测大豆的发育进程、生长状况、产量,并同时观测大豆生长环境的物理要素(包括气象要素等)。
大豆观测地段的气象条件与气象观测场基本一致时,气象台站的基本气象观测可作为平行观测中

的气象要素部分。

3.1.2 点与面结合

应在相对固定的观测地段进行系统的观测;在大豆生育的关键时期以及当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发

生时,应根据当地服务需求进行较大范围的农业气象调查,增强观测的代表性。

3.2 地段选择

应选择能代表当地一般情况下气候、土壤、地形、地势、耕作制度及产量水平的地段作为观测地段。
地段一旦选定宜保持长期稳定,确需调整时应选择该地段邻近的农田,并对调整情况进行记载。地段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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