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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剑萍、李阳、朱志明、杨洋、姜琳琳、马力文、刘春光、赵金龙、朱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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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的调查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涉农部门开展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的农情调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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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气象局.农业气象观测规范上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QX/T 300-2015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马铃薯 

QX/T 299-2015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冬小麦 

QX/T 361-2016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玉米 

QX/T 468-2018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水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情 agriculture situation 

农业生产动态、作物生长状况及灾情、民情、行情等相关信息的总称。 

 

农情调查 agriculture investigation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通过实地观测、采样、拍照、人物采访等方式，获得作物种植信息、生长状

况、农业气象灾害等农情的全过程。 

 

干土层厚度 thickness of dry soil layer 

土壤垂直方向上，干土与湿土之间明显的界面距离地表的长度，单位为厘米（cm）。 

 

生育期 growth period 

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出现外部形态明显变化的特征时期。 

 

株高 plant height 

土壤表面到植株顶端的高度。 

 

植株密度 plant density 

单位土地面积上植株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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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情 growth of seedlings 

表征农田作物长势的定性描述。 

4 调查流程 

组建调查组 

根据农情调查需求，调查组由3～5组成，包含领队1人，成员2～4人，调查组负责田间观测、影像

记录及数据记录。其中，领队应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野外调查经验，成员

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确定调查类型 

按照调查时间的不同，分为固定调查和临时调查两种类型。 

4.2.1 固定调查 

固定调查分为春季农情调查、夏季农情调查、秋季农情调查。 

春季农情调查：时间一般为4月中旬前后；调查作物为小麦。 

夏季农情调查：时间一般为6月中旬前后；调查作物为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 

秋季农情调查：时间一般为8月中旬前后；调查作物为玉米、水稻、马铃薯。 

4.2.2 临时调查 

在作物的某一生育期某一灾害发生时临时开展调查，调查时间视调查需求而定。 

制定调查方案 

农情调查前制定调查方案，包括调查组成员、调查时间、调查作物、调查地点、仪器设备等，填写

调查计划表，参照附录A。 

调查路线选择 

调查路线需充分考虑各类作物分布情况、调查点的代表性、调查效率以及交通情况。 

调查点选择 

4.5.1 固定调查 

a) 调查点原则上相对固定。 

b) 为保证调查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每种作物在全区的典型种植县（区）都应布设调查点，每个

典型种植县（区）调查点不少于 5个。 

c) 原则上同一年内农情调查点保持不变，不同年份调查点尽量保证一致，如果遇到土地利用性质

改变、改种作物等特殊情况，原来的点有所变动，原则上可以在距该点方圆 10公里内选点代

替，如果方圆 10 公里无法找到合适的调查点，则就近选取，选取遵循省道-县道-乡道依次优

先的原则，并在记录表中注明更换信息。 

4.5.2 临时调查 

根据作物生长阶段发生气象、农业或其他灾害的情况以及业务工作的需求布设调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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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段选择 

调查地段面积要求一般为1.0公顷，不小于0.1公顷。确有困难可选择在同一种作物成片种植的较小

地块上。地段距林缘、建筑物、道路(公路和铁路)、水塘等应在20米以上，应远离河流、水库等大型水

体，尽量减少小气候的影响。 

调查植株选择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准确性，选择田块中间连续10株作物作为调查植株。 

调查 

4.8.1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分为基础信息、作物种植信息和作物生长信息。其中，作物生长信息观测标准参照附录B。

调查需填写农情调查记录表，参照附录C。 

a) 基础信息：时间、地点、人员、经纬度、海拔、干土层厚度。 

b) 作物种植信息：作物名称、品种、种植方式、备注（农事活动、农业气象灾害等）等。 

c) 作物生长信息：生育期、株高、植株密度、苗情、产量构成要素等。 

4.8.2 调查方法 

a) 通过目视观察等感官识别方式获取苗情信息。 

b) 使用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实地测量获取经纬度、海拔等基础信息和作物生长信息。 

c) 通过询问、访谈等方式，获取种植户提供的作物种植信息。 

调查记录 

a) 调查表电子版、电子影像等调查资料编号命名，统一存储于指定目录路径下，目录名命规则为

YYYYMMDD-NQDC，即调查起始日-农情调查拼音首字母。 

b) 农情调查所填写的各类表格集中作为纸质档案统一保存。 

c) 对调查点的环境、作物长势等情况进行数码记录，照片的拍摄要求参照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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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农情调查计划表 

开展农情调查前，应先制定调查计划，具体内容见表A.1。 

表A.1 农情调查计划表 

填表日期 ___年 ____ 月____ 日 

调查时间 ____年 ____ 月____ 日 至 ____ 月____ 日 

调查成员 
队长：                         

队员： 

调查地点  

调查作物 小麦   玉米   水稻   马铃薯 

仪器、设备 
定位工具  测量工具  取样工具  影像设备  记录工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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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作物生长信息观测标准 

B.1 生育期 

B.1.1 小麦 

播种期：实际播种日期。 

出苗期：从芽鞘中露出第一片绿色的小叶，长约2厘米，条播竖看显行。 

三叶期：从第二叶叶鞘中露出第三叶，叶长为第二片叶的一半。 

分蘖期：叶鞘中露出第一分蘖的叶尖约1厘米左右。 

越冬开始期：植株基本停止生长，分蘖不再增加或增长缓慢。 

返青期：冬小麦恢复生长，心叶长出1～2厘米。  

起身期：冬小麦麦苗由匍匐转向直立，剥开主茎时，发现第一节间开始伸长。 

拔节期：茎基部节间伸长，露出地面约1.5厘米左右。    

孕穗期：旗叶全部抽出叶鞘。 

抽穗期：从旗叶叶鞘中露出穗的顶端，有的穗于叶鞘侧弯曲露出。 

开花期：在穗子中部小穗花朵颖壳张开，露出花药，散出花粉。遇阴雨天气外颖不张开，需小心地

剥开颖壳进行观测。 

乳熟期：穗子中部子粒达到正常大小，呈黄绿色。内含物充满白色乳状浆液。 

成熟期：80%以上子粒变黄，内部变硬，不易为指甲划破，颖壳和茎秆变黄，仅上部第一、第二节

仍呈微绿色。 

注： 越冬开始期、返青期、起身期仅适用于冬小麦。 

B.1.2 玉米 

播种期：实际播种日期。 

出苗期：从芽鞘中露出第一片叶，长约2～3厘米。 

三叶期：从第二叶叶鞘中露出第三叶，长约2～3厘米。 

七叶期：从第六叶叶鞘中露出第七叶，长约2～3厘米。 

拔节期：茎基部第一节间伸出地面1～2厘米，手摸可触及。 

抽雄期：雄穗的顶部小穗，从叶鞘中露出3～5厘米的日期，此时植株的节根层数不再增加，叶片即

将全部展开，茎秆下部节间长度与粗度基本固定，雄穗分化已经完成。 

开花期：雄穗中上部花药露出，散出花粉，此时雌穗的分化已完成。 

吐丝期：植株雌穗苞叶中露出伸出2～3厘米左右花丝的时期。在正常情况下，吐丝期与雄穗开花期

同时或迟2～3天。 

灌浆期：植株果穗中部子粒基本形成，但尚未成熟。 

成熟期：80%以上植株外层苞叶变黄，花丝干枯，子粒硬化，果穗中下部子粒乳线消失，胚乳下方

尖冠处出现黑色层的日期，此时干物质不再增加，呈现品种固有的性状和粒色，不易被指甲切开。 

B.1.3 水稻 

播种期：实际播种日期。 

出苗期：从芽鞘中生出第一片不完全叶，叶色转青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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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期：从第二片完全叶的叶鞘中，出现了全部展开的第三片完全叶。 

分蘖期：叶鞘中露出新生分蘖的叶尖，叶尖露出长约1厘米左右。 

拔节期：植株地上部第一节间伸长大于等于1厘米。 

孕穗期：剑叶全部露出叶鞘。 

抽穗期：穗子顶端从剑叶叶鞘中露出。抽穗期应记录始期（10%）、普遍期（50%）、齐穗期（80%）。 

乳熟期：穗子顶部的子粒达到正常谷粒的大小，颖壳充满乳浆状内含物，子粒呈绿色。 

成熟期：有90％以上的谷粒呈现该品种固有的颜色，表现为谷粒变黄，米质变硬，手压不变形。 

注： 记录播种期时，播后上水的需注明上水日期。 

B.1.4 马铃薯 

播种期：实际播种日期。 

出苗期：幼苗露出土壤表面2～3厘米。 

分枝期：茎部叶鞘间生出侧芽，长约1厘米。 

现蕾期：在主茎顶部叶腋间开始出现第一轮花序，花蕾长约2毫米。 

开花期：主茎顶部的花开放。 

块茎膨大期：从开花或盛花开始进入到收花、茎叶开始衰老为止。  

可收期：茎叶开始凋萎，植株基部叶子干枯，变为褐色。 

B.2 株高 

量取土壤表面到植株顶端的高度，单位为厘米（cm），取一位小数。 

B.3 植株密度 

一般通过测量单位面积的株（茎）数和有效株（茎）数来获得，在田间随机选取三个样点（1m
2
），

分别测量三个样点的每米行数和每米株（茎）数、每米有效株（茎）数，计算三个样点单位面积的株（茎）

数和有效株（茎）数，再求平均。 

每米行数：1米长度内作物的行距数。 

每米株(茎)数：l米长度内作物的株(茎)数。其中，单茎作物测定每米株数，分蘖作物分蘖前测定

每米株数，分蘖后测定每米茎数。 

每米有效茎数：水稻、小麦每茎正常子粒≥5粒为有效茎，玉米每茎正常子粒≥10粒为有效茎，有

效茎数的测定以已抽穗和孕穗的为准。 

B.4 苗情 

一类苗：植株生长状况优良。植株健壮，密度均匀，高度整齐，叶色正常，花序发育良好，穗大粒

多，结实饱满。没有或仅有轻微的病虫害和气象灾害，对生长影响极小。预计可达到丰产年景的水平。    

二类苗：作物生长状况较好或中等。植株密度不太均匀，有少量缺苗断垅现象。生长高度欠整齐。

穗子、果实稍小。植株遭受病虫害或气象灾害较轻。预计可达到平均产量年景的水平。                        

三类苗：作物生长状况不好或较差。植株密度不均匀，植株矮小，高度不整齐。缺苗断垅严重。穗

小粒少。杂草很多。病虫害或气象灾害对作物有明显的抑制或产生严重危害。预计产量很低，是减产年

景。 

B.5 其他作物生长信息 

B.5.1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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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蘖数：春季出现3个叶片后，茎下部分蘖节上形成侧茎，并露出地面1～2cm。数其分蘖的数量（不

含主茎）。 

叶龄：小麦主茎上展开叶的数量。 

穗长：自穗颈节至穗顶 (不包括芒) 的长度。单位为厘米（cm），取一位小数。 

小穗数：穗轴节片着生的小穗(含不孕小穗，不包括退化小穗)数。 

B.5.2 玉米 

叶龄：玉米主茎上展开叶的数量。 

果穗长：自苞叶外量取自果穗下部(不含穗柄)切线至穗轴顶端的直线长度，单位为厘米（cm），取

一位小数。 

果穗粗：自苞叶外测定果穗下部1/3处的直径，单位为厘米（cm），取一位小数。 

秃尖长：测量果穗尖不结实部分的长度，当秃尖不整齐时取中间长度测量。单位为厘米（cm），取

一位小数。 

穗行数：果穗中部的子粒行数。 

行粒数：果穗一中等长度行的粒数。 

B.5.3 水稻 

叶龄：水稻主茎上展开叶的数量。 

穗长：自穗颈节至穗顶 (不包括芒) 的长度。单位为厘米（cm），取一位小数。 

一次枝梗数：数出由穗轴的穗节长出的一次枝梗的数量，求出单穗平均。 

穗粒数：先数出样本脱落粒数，然后脱粒，数其总粒数(含脱落粒数)，求出平均穗粒数。 

穗结实粒数：每穗上正常灌浆子粒数，求出单穗平均。 

B.5.4 马铃薯 

单株结薯数：数出一株马铃薯所有薯块的数量。 

单株薯重：测量一株马铃薯所有薯块的重量，单位为克（g），取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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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农情调查记录表样式 

表C.1 春季农情调查记录表 

测点编号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________ 县（市）______  乡（镇）________村 

调查人员  记录人员  

经度  纬度  海拔  

作物名称  生育期  

作物品种  种植方式  

苗情 一类苗□        二类苗□           三类苗□ 

干土层厚度（cm）  缺苗断垄情况  

作物颜色 深绿□       浅绿 □        黄□     其他_______ 

序号 1 2 3 平均 

每米行数     

每米株（茎）数     

作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小麦 

株高 (cm)            

叶龄            

分蘖数            

备注（包括农事活动、

农业气象灾害等） 

 

 

 

 

 

注： 每个调查点植株密度选3个代表性测点进行测量，其他要素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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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夏季农情调查记录表 

测点编号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________ 县（市）______  乡（镇）________村 

调查人员  记录人员  

经度  纬度  海拔  

作物名称  生育期  

作物品种  种植方式  

苗情 一类苗□          二类苗□           三类苗□ 

干土层厚度（cm）  缺苗断垄情况  

作物颜色 深绿□       浅绿 □        黄□     其他________ 

序号 1 2 3 平均 

每米行数     

每米株/茎数     

每米有效茎数     

作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水稻 
株高（cm）            

叶龄            

马铃薯 株高（cm）            

玉米 
株高（cm）            

叶龄            

小麦 

株高（cm）            

穗长（cm）            

小穗数            

备注（包括

农事活动、

农 业 气 象

灾害等） 

 

 

注： 每个调查点植株密度选3个代表性测点进行测量，其他要素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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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秋季农情调查记录表 

测点编号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________ 县（市）______  乡（镇）________村 

调查人员  记录人员  

经度  纬度  海拔  

作物名称  生育期  

作物品种  种植方式  

苗情 一类苗□          二类苗□           三类苗□ 

干土层厚度（cm）  缺苗断垄情况  

作物颜色 深绿□       浅绿 □        黄□     其他________ 

序号 1 2 3 平均 

每米行数     

每米株/茎数     

作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水稻 

株高（cm）            

穗长（cm）            

一次枝梗数            

穗粒数            

穗结实粒数            

马铃薯 

株高（cm）            

单株结薯数            

单株薯重（g）            

玉米 

株高（cm）            

果穗长（cm）            

果穗粗（cm）            

秃尖长（cm）            

穗行数            

行粒数            

备注（包

括农事活

动、农业

气象灾害

等） 

 

注： 每个调查点植株密度选3个代表性测点进行测量，其他要素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其中，考虑到对马铃薯的破坏性，

单株结薯数、单株薯重仅选取连续5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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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农情调查照片拍摄要求 

D.1 照片拍摄清晰。相机像素不小于 1000万。 

D.2 调查点作物照片避免出现人物、车辆、仪器设备等。 

D.3 信息板置于照片右下角，信息板上应注明测点编号、地点、作物名称、生育期、调查时间五项基

本信息及其他信息。  

注： 其他信息包括干土层厚度、种植方式、病虫害等，根据调查需求可选择性标注。 

 

图D.1 信息板格式 

D.4 每个调查点应至少拍摄 2 张照片（近景 1 张，远景 1 张），其中，远景照片需要展现作物整体长

势，天空与地平线的大小占照片 1/2，正确的远景照片见图 D.2。近景照片需要突出作物个体长势，正

确的近景图片见图 D.3。 

 

图D.2 正确的远景拍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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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 正确的近景拍摄图 

D.5 照片编号规则：存储为 JPG等图片格式，一个调查点 2张图片。其中，远景/近景照片的具体命名

规则为 N-YYYYMMDD-XXXXXX-J/Y（调查编号-调查时间-行政区划代码-近景/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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