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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忠阳、杜子璇、成林、邹春辉、张溪荷、李彤霄、张弘、师丽魁、王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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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的组织、程序、方法、内容和形式，规范了调查数据存

储格式和调查报告编制时间等。 

本标准适用于气象灾害发生时或发生后给冬小麦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时的野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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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7961－2011  气象服务分类术语 

GB/T 27966－2011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象灾害 

大气对自然和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天气气候事件的总称。 

3.2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 

在冬小麦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导致冬小麦减产、耕地和农业设施损坏的不利天气或气候条件的总称。

水分因子异常引起的冬小麦气象灾害有：干旱、洪涝、渍害、连阴雨；温度异常引起的有：霜冻、冻害、

雪灾、高温热害；风引起的有风灾；气象因子综合作用引起的有干热风、风雹等。 

3.3  

灾害调查 

当灾害发生并对冬小麦造成一定影响时，对灾害发生现场进行实地观测、访问、采样、摄录，并根

据需要进行灾情跟踪调查，以获得灾害的发生程度、作物损失概况、作物受灾后形态和生理生态变化等

相关资料和编写相关报告的全过程。 

4 调查准备 

4.1 组建调查组 

当发生灾害并对冬小麦造成一定影响时，应在灾害发生后或影响出现后48小时内启动灾害野外调

查。根据受灾范围大小，确定至少1个调查组，当辖区内50%以上气象台站达到灾害指标，或50%以上区

域受灾时，应确定多个调查组。每个调查组成员一般为相对固定的3~5人，其中调查组组长应具有一定

的组织协调能力、较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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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定调查方案 

在实地调查前，需利用遥感监测图像和气象资料做好灾情初查，确定灾害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并

在中分辨率图（一般可用1：25万或1：50万比例尺）中标绘，根据冬小麦种植品种、生态、地形等特征，

初定4个代表性较强的野外调查点。电话联系灾区相关部门，综合各方面情况（道路可通行、是否为灾

害强度中心、次生灾害发生程度、作物主要品种等），最终确定2个点。 

根据灾害发生影响情况提出调查方案，包括调查组成员组成、仪器设备、防护设备、调查路径、重

点调查地区、野外观测调查要素、数据存储传输方案等，见规范性附录A。 

5 野外调查 

5.1 基本信息收集 

在灾情发生地（必要时到当地农、林、水等部门）尽可能的收集面上灾情、农情资料。灾情资料包

括：灾害种类、出现时段、范围、强度等；农情资料包括：冬小麦所处的发育期，各品种的播种面积、

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等。选择不同受灾程度、受灾作物主栽品种的三块地，用GPS测定观测

点具体经纬度（对观测地段进行编号，做好标记，告知村民，留待跟踪调查）。要求数据无误、词语准

确、字迹工整清楚。 

5.2 口述调查 

在每个调查点访问村民组长或熟悉当地情况的村民。了解当地所属乡村、种植品种及面积、历史上

冬小麦受同类灾害情况、本次灾害发生影响情况等。填写口述调查记录表，并用录音笔录音。口述调查

记录内容见附录B。 

5.3 环境要素调查 

包括地貌、地势、涝灾淹没深度、旱灾土壤水分、干土层、灾害发生时的气温、风速、空气相对湿

度、叶温（受灾植株、对照）、有无倒伏、灾情程度等。调查内容见附录C。 

5.4 灾情调查 

采用多点目测和样本采集法，记录目标作物样本表征最多数的发育期、植株高度、密度、作物生长

状况、叶面积系数、干物质以及产量。一般目测和样本采集点不少于4点。 

5.5 冬小麦生理生态观测 

采用仪器设备观测冬小麦叶片光合作用强度、光响应曲线、冠层光谱、叶片温度、叶绿素含量、叶

面积指数等。 

5.6 影像记录 

对调查环境和冬小麦受灾场景的全景、近景以及典型场景特写进行数码摄录，其视频、照片资料按

附录D要求编号，并填入相应栏中。 

6 跟踪调查 

若灾害发生在冬小麦生长的前中期，灾害结束后需要在后续时间内对灾害影响进行跟踪调查，直至

作物收获。调查要求见附录E。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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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查报告 

在冬小麦气象灾害野外调查结束3天内，按附录F要求完成冬小麦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报告。 

8 数据存档 

所有数据、电子表格、报告、电子影像等调查资料编号命名后，录入“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数据

库”，并集中存储于同一目录路径下，目录名按“调查起始日+调查县级名称+冬小麦+灾害类型”表示，

如“20180201中牟冬小麦干旱”。对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所填写记录的各类表格等集中作为纸质档案

统一保存。对采集的冬小麦样本压制好后按要求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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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调查计划表样式 

开展野外调查前，应先制定调查计划，具体内容见表A.1。 

表A.1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调查计划表 

调查组编号   

时     间   月  日 至   月  日   月  日 至   月  日 

地     点    市   县   乡   村    市   县   乡   村 

调查项目 

作物要素： 

密  度□  株  高□   光  谱□ 

发育期□  生长量□  

叶绿素□  光合作用强度□   

产量要素□ 

作物要素： 

密  度□  株  高□   光  谱□ 

发育期□  生长量□  

叶绿素□  光合作用强度□   

产量要素□ 

环境要素： 

气象要素□    土壤湿度□ 

受灾程度□ 

环境要素： 

气象要素□    土壤湿度□ 

受灾程度□ 

其它： 其它： 

灾害类型 

干旱□    洪涝□    渍害□     

高温□    大风□    雹灾□ 

低温□    霜冻□    连阴雨□ 

干热风□ 

其它： 

干旱□    洪涝□    渍害□     

高温□    大风□    雹灾□ 

低温□    霜冻□    连阴雨□ 

干热风□ 

其它： 

仪器、设备 

移动观测车□  取样工具组□ 

测量工具组□  影像设备组□ 

光合作用仪□  光谱仪□ 

叶绿素仪□    红外测温仪□ 

无人机□ 

其它： 

移动观测车□  取样工具组□ 

测量工具组□  影像设备组□ 

光合作用仪□  光谱仪□ 

叶绿素仪□    红外测温仪□ 

无人机□ 

其它： 

人    员 

组长： 

成员： 

 

 

组长： 

成员： 

 

 

灾区联系人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填表员：                       审核员：                     填表日期： 

注：调查表名称：以设计汉语拼音首字母“JH”打头，短下划线依次连接地名代号、年月日、灾害类型

代号，如“JH_HNZZ_20110320_GH”，表示河南郑州2011年3月20日干旱灾害调查计划表。 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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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调查口述记录表样式 

口述调查记录内容见表B.1。 

表B.1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调查口述记录表 

被访问者姓名  性别  年   龄  

被访问者身份  所属县乡村  

主要灾害  

小麦面积 

hm2 
 

小麦产量 

kg/hm2 
 

播种日期  

近期田间管理情况  

历史同种灾害程度及

影响 
 

当年播种以来受灾 

情况 
 

本次灾害影响情况 

持续时间 
h 

 强度等级  受灾范围  

影响程度  

其它  

调查员：             调查日期：             上报日期：               联系方式： 

注：调查表名称：以口述汉语拼音首字母“KS”打头，短下划线依次连接地名代号、年月日、灾害类型代号，

如“KS_HNZZ_20110320_GH”，表示河南郑州2011年3月20日干旱口述调查记录表。 

小麦面积：被访问者自种面积。 

小麦产量：正常无灾年份被访问者自种小麦单产。 

当年播种以来受灾情况：本次受灾前是否遭受其他气象灾害、灾害种类、影响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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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灾害野外调查记录表样式 

灾害野外调查内容见表C.1。 

表C.1 灾害野外调查记录表 

测点编号  调查日期  

调查地点         乡（镇）       村 经度  

土壤类型  纬度  

土壤质地  海拔高度 
m 

 

灾害类型  受灾程度  

冬小麦品种  播种方式  

当前发育期  与常年相比  

1 米行数  1 米株（茎）数  
5cm 土壤相对湿度 

% 
 

植株高度 
cm 

 1 米有效茎（穗）数  
10cm 土壤相对湿度 

% 
 

单株功能叶片数  
单株叶面积 

cm2 
 

20cm 土壤相对湿度 
%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上部分干重 

g 
 

30cm 土壤相对湿度 
% 

 

调查地段苗情  同期遥感苗情  
50cm 土壤相对湿度 

% 
 

叶面积指数  小穗数  
干土层厚度 

cm 
 

照片编号  

受灾环境描述  

灾情描述  

调查员：                              记录员：                         审核员： 

注：调查表名称：以“YW”打头，短下划线依次连接地名代号、年月日、灾害类型代号和地段序号，如

“YW_HNZZ_20110320_GH_01”，表示河南郑州2011年3月20日干旱第一地段野外调查记录表。测点编号：调

查地段编号以01、02、03表示。 

   植株高度、单株功能叶片数、单株叶面积、小穗数、地上部分鲜重和干重：取5株平均值。 

    照片编号：按附录D要求对野外拍摄照片进行编号。 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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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农情照片拍摄要求 

D.1 清晰。相机像素不小于 1000 万，长宽比 16:9。 
D.2 相机位于采样点水平距离约1.5米处，距离地面垂直高度为1.5米。面对采样点，尽量保证采样

点标志物位于照片中央。标志物位于冠层上方10厘米处，可用红色小旗（旗面大小应10×10厘米），小

旗支架插在采样点处。拍摄远景照片时，拍摄点可据实际情况增大与采样点之间的距离。 

D.3 作物长势照片应该为纯粹作物照片，不要出现人物、车辆、仪器设备。 

D.4 照片拍摄方向应顺着（近景照需有2张垂直）作物的垄向方向拍摄。 

D.5 远景照片要能表现出样方整体的种植布局，地平线与天空之间的大小占照片的大小1/3。正确

的远景照片见图D.1。 

 

图D.1 正确的远景照片 

D.6 拍摄近景照片时，要突出土壤墒情和作物整体长势情况。取景范围拍摄点到最远端100米。见

图D.2。 

 

图D.2 正确的近景照片 

D.7 编号方法：存储为JPG格式，一个点共需5张照片。其中：1张为远景照片，其他 4张为近景照片。

照片具体命名方法为：P+6位数的所在县气象站台站号码+8位数的时间码（具体为：4位数年份+2位数月

份+2位数日期）+1位数采样点标志码（第1点为1，第2点为2，依次类推）+1个拍摄方向标识字母（拍摄

的近照方向，按照拍摄方向北、东、西、南与字母N、E、W、S一一对应，远景全貌照片字母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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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灾害跟踪调查记录表样式 

灾害跟踪调查内容见表E.1。 

表E.1 灾害跟踪调查记录表 

测点编号  调查日期  

经纬度  调查地点  

土壤类型  土壤质地  

受灾小麦属性  受灾品种名称  

受灾时间  受灾类型  受灾程度  

当前发育期  普遍期日期  与常年相比  

1 米行数  1 米株（茎）数  1 米有效茎（穗）数  

单株功能叶片数  
单株叶面积 

cm2 
 小穗数  

植株高度 
cm 

 
地上部分鲜重 

g 
 

地上部分干重 
g 

 

调查地段 
苗情类别 

 
长势与上次 
调查相比 

 
长势与常年同期 

相比 
 

受灾以来长势  

备注  

调查员：                             上报日期：                      联系方式： 

注：调查表名称：以跟踪汉语拼音首字母“GZ”打头，短下划线依次连接地名代号、年月日、灾害类型代号

和地段序号，如“GZ _HNZZ_20110320_GH_01”，表示河南郑州2011年3月20日干旱第一地段跟踪调查记

录表。 

   植株高度、单株功能叶片数、单株叶面积、小穗数、地上部分鲜重和干重：取5株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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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报告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内容： 

摘要 

简要说明受灾情况、调查区域、评估结论及建议。 

第一章 农业气象灾害概况 

第一节 麦播以来气象条件概述 

前期气象条件、作物生长发育状况概述，且与去年及常年比较。 

第二节 当前冬小麦长势情况 

利用多种数据（观测、遥感等）分析当前长势情况。 

第二章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实施情况 

第一节 调查组组成及分工 

调查组组成单位、人员，组长及分工。 

第二节 调查方案 

调查区域范围、重点调查地点、重点调查农作物、调查观测项目、行程路线等。 

第三节 调查经过 

调查日期及日程安排简述，走访情况（地点、采访对象）、观测情况、采样情况。并附路线图、平

面图等示意性图件。 

第三章 冬小麦农业气象灾害野外调查结果分析 

第一节 灾情资料收集 

对灾情数据、农业气象数据以及各种影像资料的收集情况和数据入库情况等进行概述。 

第二节 灾害野外调查实况 

用调查收集的图片和数字等对灾害情况进行简要描述。 

第三节 灾害野外调查影响初步分析 

依据调查资料，对冬小麦生产的影响等作简要分析和评估。 

第四章 未来天气气象条件与农事建议 

第一节 未来天气气象条件 

未来一周天气预测情况。 

第二节 农事建议 

包括灾后生产对策建议、工作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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