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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 年 7 月 12 日，由青海省气候中心、海东市气象局申

请地方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

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批准《气候品

质 评 价  大 樱 桃 》 地 方 标 准 的 制 定  ( 项 目 编 号

DB63JH-017-2022)。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气候中心、海东市气象局 

协作单位：乐都区气象局、贵德县气象局 

3.主要起草人(以表格形式将内容明确)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朱西德 男 副高 青海省气候中心 第一主持 

雷生国 男 副高 海东市气象局 第二主持 

王紫文 男 工程师 青海省气候中心 指标设计与技术指导 

刘文军 男 副高 乐都市气象局 资料收集 

马占良 男 副高 青海省气候中心 资料整理与指标设计 

金欣 女 副高 青海省气候中心 资料整理与指标设计 

东元祯 男 工程师 青海省气候中心 资料整理与指标检验 

钟  存 女 副高 贵德县气象局 现场调查 

祝林年 男 副高 乐都区气象局 现场调查 

韩辉福 男 工程师 乐都区气象局 资料整理与指标检验 

王志远 男 副高 海东市气象局 资料整理与指标检验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随着我省大樱桃种植规模和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

消费者对其生产区域气候环境适宜性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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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我省气象部门从 2019 年开始开展了对大樱桃的气候品

质评价工作。通过对大樱桃的气候品质评价工作不断深入，对气

候要素条件对大樱桃的影响机理、程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气

候品质评价工作的规范性也在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规范大樱

桃气候品质评价工作，有必要通过本标准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指

标，为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基于生产区域气候要素条件的大樱桃

初级产品气候品质优劣等级提供技术支持和依据。 

意义：气候品质评价工作是对农产品生产地气候要素以及相

应气候环境下农产品品质优劣的科学评价认定，对于消费者客观

评判农产品品质、科学合理地做出购买选择具有指导推荐性意

义。因此，通过研究大樱桃不同生育阶段不同气候要素对其影响

程度，科学评价气候条件对大樱桃品质的影响等级，制定科学合

理的评价方法，合理评价基于气候要素影响的大樱桃初级产品的

品质优劣等级，对于助推我省大樱桃种植产业不断健康发展、树

立大樱桃气候品质品牌效应、提高我省特色农业经济效益具有积

极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19 年，项目起草单位在对大樱桃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调研

调查、查阅大量关于大樱桃种植及品质与气候条件关系的研究文

献、收集整理当地气象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对青海龙田农林开发

有限公司生产的雪山融水牌乐都大樱桃作了气候品质评价。

2020 年再次对该品牌乐都大樱桃进行了气候品质评价。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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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海省气候中心与贵德县气象局对青海富禾源农牧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生产的富禾源牌贵德大樱桃作了气候品质评价。通过上

述工作，了解了大樱桃种植基地基本情况，评价方法逐步完善成

熟。 

项目立项后，起草组于 2022 年 11 月完成了标准初稿，发

送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起草组对征求到的专家意见建议进

行逐条分析研究，根据意见建议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对有分歧

的意见及时与专家进行沟通。经认真修改完善，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了初稿修改完善工作。 

2023 年 2 月 8 日，青海省气象局政策与法规处组织有关专

家（名单附后）召开预审查会议，对修改完善的初稿进行了评审。

与会专家就标准编制中的问题尤其是评价指标及气候要素权重

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建议。会后，起草组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

建议，认真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4 月形成了征求意

见稿。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及有关法规、

规章，按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规则》、GB/T1.2—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2部分：

标准的制定方法》中的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科学性。本标准编制的目的是统一和规范青海省境内大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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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品质评价标准，以便使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工作更规范化、

标准化、科学化。因此在制定过程中重点关注大樱桃品质与气象

条件的关系，评价指标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代表性，同时参考

了前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正确、科学合理地吸纳到本标准的

制定中。 

广泛适用性。作为地方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主要注重其适

用性，因此在编制过程中对于等级的分级界值均通过了充分的调

研、并经过气候资料验证得出。 

可操作性。本标准内容简单，既可用于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

认证，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种植生产大樱桃提供指导参考，可操

作性强。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理化指标定义 

理化指标：理化指标是指产品的物理性质、物理性能、化学

成分、化学性质、化学性能等技术指标,也是产品的质量指标。

本标准中的理化指标是指大樱桃果实的物理性质（单果重、色泽、

可食率等）和化学成分（总糖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Vc 含

量、风味等）指标。 

2.生育期及其时段的确定 

我省引进种植的大樱桃品种主要有红灯、拉宾斯、先锋、巨

红、艳红、艳阳、莫利、波兰特等，不同品种的大樱桃生育期也

略有差异。青海省乐都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拉莲梅、青海大学农

林科学院顾文毅等学者 2014 年通过试验得出：大樱桃在 3 月

25 日左右陆续开始进入萌芽期，4 月 15 日以后开始陆续进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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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5 月初开始进入幼果期，5 月下旬开始陆续着色成熟。从

不同品种成熟来看，波兰特、莫利、红灯、艳红一般在 6 月中旬

开始成熟，属早熟品种；而先锋、艳红、拉宾斯、巨红在 6 月下

旬至 7 月上旬成熟，属中晚熟品种[1][2]。乐都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李根善、乐都区气象局管理平等学者的多年观测表明，大樱桃花

芽萌芽期主要发生在 3 月下旬-4 月初，现蕾期主要在 4 月上旬-

中旬，开花期在 4 月中旬后期-5 月上旬，幼果期在 5 月上、中

旬，成熟期在 6 月中、下旬[3]。根据上述研究及观测结果，结合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大樱桃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DB62/T 4509—2022）对对大樱桃生育期的规定，将大樱桃

从开始萌芽至成熟阶段的生育期名称及时段做如下规定： 

花芽开放始期—花芽开放盛期（3 月 25 日—4 月 15 日）； 

开花始期—开花末期（4 月 16 日—4 月 30 日） 

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5 月 1 日—5 月 25 日） 

可采成熟期（5 月 26 日—6 月 25 日） 

3.关键气象因子的选取 

大樱桃最主要的生态条件是温度、水分和土壤[4]，适于凉爽

而干燥的气候环境中种植。因此从气候角度看，气温、降水、日

照是影响大樱桃气候品质的关键因子。大樱桃最适宜种植区的年

平均气温为 10℃～12℃，年降水量 600～900mm，日照时数

2600～2800h，萌芽期适宜温度为 10℃，开花期适宜温度为

15℃。乐都区 1991-2020 年年平均气温 8.3℃，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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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9mm，年日照时数 2543.2h（表 1）。因此，与最适宜种

植区气候条件比较，乐都区在气温、日照时数及降水量方面都有

不足。种植基地具备灌溉条件，可以弥补降水量的不足，因此总

体降水量不作为关键影响因子。气象灾害如霜冻、冰雹、连阴雨

会对大樱桃气候品质产生影响。综上，将大樱桃各生育期气温平

均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日照时数、气温日较差、萌芽-

开花期≥10℃积温作为影响大樱桃气候品质的关键气候因子，同

时考虑霜冻、冰雹、连阴雨的影响。 
表 1 大樱桃最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乐都区气象条件比较表 

各生育期影响大樱桃气候品质的关键气候因子见表 2： 
表 2 大樱桃各生育期关键气候因子及其影响 

生育期 关键气候因子 所占权重 主要影响 

花芽开放始期—花芽

开放盛期 

M1：平均气温 0.07 
气温高利于开花，授

粉，座果率高 

M2：≥10℃积温 0.055 
热量高，开花整齐，花

期短 

M3：平均最低气温 0.06 
温度低，花芽发育期拉

长 

M4： 日照时数 0.05 
日照不足，花芽发育不

良 

开花始期—开花末期 

M5：平均气温 0.07 
气温高利于花粉授粉，

座果率高 

M6：平均最低气温 0.06 温度低，花期拉长 

M7：日照时数 0.05 

日照不足，花粉发芽率

低，坐果少，果实品质

差 

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

期 

M8：平均气温 0.05 
气温高，利于果实生长

和糖分积累 

M9： 平均最高气温 0.045 温度过高，容易裂果 

M10：平均最低气温 0.05 温度低，不利于糖分积

 年平均气温（℃） 年日照时数（h） 萌芽=开花期

≥10℃积温 

年降水量（mm） 

最适宜气候条件 7～14 2600-2800 280 600～800 

乐都区气候条件 8.3 2543.2 237.9 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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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M11：日照时数 0.055 日照充足，含糖量高 

M12：气温日较差 0.065 日较差大，含糖量高 

可采成熟期 

M13：平均气温 0.05 气温高，利于糖分积累 

M14：平均最高气温 0.045 温度过高，容易裂果 

M15：平均最低气温 0.05 
温度低，不利于糖分积

累 

M16：日照时数 0.055 日照充足，含糖量高 

M17：气温日较差 0.07 日较差大，含糖量高 

M18：降水量 0.05 
降水量多，容易裂果，

含糖量低 

主要气象灾害及其影响见表 3： 
表 3  影响大樱桃气候品质的主要气象灾害 

灾害种类 权重 主要影响 

霜冻 0.4 花期霜冻灾害使花器受冻 

冰雹 0.3 樱桃果实受损甚至脱落 

连阴雨 0.3 可采成熟期连阴雨可导致果实裂果，糖分积累不足 

4.关键气象因子评价指标及权重 

气候要素级别划分：除了平均最高气温，气候要素在常年平

均值±10％范围内时为优，＞10％时为特优，＜10％时为良，

＜20％时为一般；平均最高气温在低于常年值范围时为特优，

在常年值～常年值+10％范围时为优，在常年值+10％～常年值

+20％范围时良，在＞常年值+20％范围时为一般；气候要素评

价分值总分为 100 分，其中在特优（一级）范围=100 分，在优

（二级）范围=90 分，在良（三级）范围=80 分，在一般（四

级）范围=70 分。 

气象灾害评价指标：无灾=0 分，轻微灾害=5 分，严重灾

害=10 分。 

各因子权重的确定：从我省实际情况看，每年 3-4 月处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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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的萌芽开花期，对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只有当温度适宜、

热量（积温）足够是，花芽、花朵才能正常生长，温度过低则萌

芽开花过程延迟拉长，对于后期果实的正常发育不利，同时该时

段也是我省寒潮频发、容易造成霜冻灾害的时段。因此，这一时

段平均气温、平均最低气温、≥10℃积温、日照时数对大樱桃对

大樱桃发育极为关键，而霜冻灾害则是威胁期正常开花座果的主

要灾害；最低气温的低温霜冻对处于萌芽开花期的果林危害极

大，而此时正值大樱桃萌芽开花期间。从 5 月开始，大樱桃开始

进入幼果期，温度、水分、日照是大樱桃生长发育的主要影响因

子，虽然降水条件不足，但适时的灌溉可以弥补水分不足。白天

温度过高容易裂果，夜间温度过低则不利于糖分积累，日较差大

利于糖分积累，冰雹容易击伤枝叶果实；进入成熟期，温度及气

温日较差是影响果实品质的主要要素，容易裂果，如果遇上连阴

雨天气或者降水过多，则由于阴雨寡照，一方面影响果实正常生

长及糖分积累，同时也容易使果实过多吸收其表面的水分从而出

现列国现象。因此，综合考虑气象条件对大樱桃品质影响程度，

并借鉴周晓丽[5]研究的气候品质评价中气候要素权重（见表 4），

确定了各要素在不同生育期的权重系数（表 2）。 
表 4  气候资源权重系数表（周晓丽） 

要素 花期平均气温 花前≥10℃积

温 

花期最低气温 果实期平均气温 果实期最高气

温 

权重 0.14 0.11 0.12 0.10 0.09 

要素 成熟前最低气温 着色期日较差 成熟期降水量 成熟期日照时数  

权重 0.10 0.13 0.10 0.11  

5.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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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进行评价。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模型： 

 

式中: 

I——气候品质综合评价指数； 

A——气候要素评价综合分值； 

B——气象灾害评价综合分值。 

各生育期内气候要素见表1。 

气候要素评价综合分值计算公式： 

 

式中： 

Mi——第 i 个气候要素分级赋值； 

ai——第 i 个气候要素权重。 

气候要素评分标准见表 5。 
表 5  气候要素评分标准表 

气候要素 特优 优 良 一般 权重 

M1：花芽开放期平均气温（℃） 
T＞9.1 7.5＜T≤9.1 6.6＜T≤7.5 T≤6.6 0.07 

M2：花芽开放期>=10℃积温

（℃） 
T＞93.5 76.5＜T≤93.5 68.0＜T≤76.5 T≤68.0 0.055 

M3：花芽开放期最低气温（℃） 
T＞1.9 1.5＜T≤1.9 1.4＜T≤1.5 T≤1.4 0.06 

M4：花芽开放期日照时数（h） 
S＞186.5 152.5＜S≤186.5 135.5＜S≤152.5 S≤135.5 0.05 

M5：开花始期-开花末期平均气

温（℃） 
T＞13.3 10.9＜T≤13.3 9.7＜T≤10.9 T≤8.5 0.07 

M6：开花始期-开花末期最低气

温（℃） 
T＞5.5 4.5＜T≤5.50 4.0＜T≤-4.5 T≤4.0 0.06 

M7：开花始期-开花末期日照时

数（h） 
S＞134.0 109.6＜S≤134.0 97.4＜S≤109.6 S≤97.4 0.05 

M8：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平

均气温（℃） 
T＞15.4 12.6＜T≤15.4 11.2＜T≤12.6 T≤11.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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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最

高气温（℃） 
T＜21.7 21.7≤T＜23.9 23.9≤T＜26.0 T≥26.0 0.045 

M10：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最

低气温（℃） 
T＞8.3 6.8＜T≤8.3 6.0＜T≤6.8 T≤6.0 0.05 

M11：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日

照时数（h） 
S＞214.7 175.7＜S≤214.7 156.2＜S≤175.7 S≤156.2 0.055 

M12：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气

温日较差（℃） 
T＞15.6 12.8＜T≤15.6 11.4＜T≤12.8 T≤11.4 0.065 

M13：可采成熟期平均气温（℃） 
T＞19.1 15.7＜T≤19.1 13.9＜T≤15.7 T≤13.9 0.05 

M14：可采成熟期最高气温（℃） 
T＜24.7 24.7≤T＜27.2 27.2≤T＜29.6 T≥29.6 0.045 

M15：可采成熟期最低气温（℃） 
T＞12.2 10.0＜T≤12.2 8.9＜T≤10.0 T≤8.9 0.05 

M16：可采成熟期日照时数（h） 
S＞265.8 217.4＜S≤265.8 193.3＜S≤217.4 S≤193.3 0.055 

M17：可采成熟期气温日较差

（℃） 
T＞15.0 12.2＜T≤15.0 10.9＜T≤12.2 T≤10.9 0.07 

M18：可采成熟期降水量（mm） 
T＜42.6 42.6≤T＜52.0 52.0≤T＜56.8 T≥56.8 0.05 

气象灾害评价综合分值计算公式： 

 

               

式中： 

Hi——第 i 个气象灾害分级赋值； 

bi——第 i 个气象灾害权重。 

评分标准：无灾=0 分，轻微灾害=5 分，严重灾害=10 分。 

气象灾害评分标准见表 6。 
表 6  气象灾害评分标准 

灾害分级 b1 花期霜冻害 b2 冰雹灾害 b3 可采成熟期连阴雨 

无灾害 0 0 0 

轻微 5 5 5 

严重 10 10 10 

6.大樱桃气候品质等级划分 

    根据文中第四部分规定计算的大樱桃气候品质综合评价指

数，将大樱桃气候品质划分为特优、优、良、一般四个等级，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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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见表 1。 

表 1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气候品质评价指数范围 

特优 ＜90＜I≤100 

优 80＜I≤90 

良 70＜I≤80 

一般 I≤70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初稿完成后，共征求 13 家单位意见，其中气象部门

业务单位 7 家，气象部门管理单位 1 家，大专院校 5 家。征求

到意见建议共 40 条，其中采纳 35 条意见建议并作了相应的修

改完善。未采纳 5 条，其中 2 条建议考虑增加对温室大棚大樱

桃的气候品质评价指标，我们认为温室大棚气象条件虽然受人为

控制，但其气候品质评价可以参照本标准中的指标进行评价，没

有必要单独制定评价指标；1 条建议增加气温、降水量等气象要

素的定义或应用标准，我们认为常规气象要素为人们所熟知，无

需定义；1 条建议增加对大樱桃种植地的环境的要求。如大樱桃

种植地的土壤、空气、灌溉水等环境应符合 NY 5013-2006，或

DB63/T 1201-2013（该意见供参考，可不采纳）（意见汇总表

见附件）。我们认为本标准只针对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土壤、

空气、灌溉水等要求超过本标准范围；1 条意见建议对写清楚综

合指数 I 包含的 5 个生长发育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内所关注的气

象因子又是不同。方法介绍在编制说明中介绍，如在标准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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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过于冗长。 

预审查会议专家意见建议分析整理为共 9 条，标准起草小组

对意见建议进行逐条分析研究后，对标准文本尤其是在评价指

标、气候因子权重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在相关科研院所、气象、农林生产部门、

生产企业等部门推广，并在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大樱桃生产结

构布局及种植制度调整、品种引进、种植基地选择、咨询服务、

业务服务和科研等相关工作领域应用。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并提出下次复审时间，其他应

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涉及的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以及气候

品质优劣等级划分属于我省特色农业发展领域。本标准基于我省

大樱桃生产区域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大樱桃不同生育阶段对气候

资源的需求程度，突出气候条件对其品质优劣的影响，实现对其

气候品质的定量优劣评价。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体现我省大

樱桃生产区域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优势和大樱桃“名优特”优势、

助推大樱桃地理标志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复审时间视标准主管部门工作安排，建议在 2023 年 5～6

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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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候品质评价 大樱桃》地方标准预审查会专家名单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备注 

许云章 
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

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讲师  

王晓彤 青海省草原总站 工程师  

赵海涵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副教授  

陈彦山 青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 处长  

苏文将 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副高  

庞立英 青海省气象局政策与法规处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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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气候品质评价  大樱桃》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 青海省气候中心、海东市气象局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1 范围 
适用范围不能只局限于气候品质评价，还可以在优质品种引

进、种植基地选址等业务服务中应用，应适当扩展。 
庞立英  苏文将 采纳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只有通篇引用的才可以作为规范性应用文件。没有通篇引用

的可以作为参考文献。 
庞立英 采纳 

4 3 术语和定义 3.1 对“理化指标”做出解释或加注。 庞立英 
采纳（已在编制说明中做

出解释） 

5 4评价要求 

（1）评价要求应以列项等方式对大樱桃产地、气象资料来

源等做出要求。 

（2）病虫害对气候品质没有影响，所以“生长过程中不应

受到病虫害严重影响”方面不应做要求。 

庞立英  赵海涵 

许云章 
采纳 

 5评价方法 
（1） 评价方法应该加个引导语，不要直接写评价模型。 

（2） 气候品质等级划分应该单列一章。 

对评价方法以及评价流程应该以附录的形式讲清楚。 

庞立英 苏文将 

王晓彤 

庞立英  赵海涵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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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说明 5主要条款说明 

（1）气候因子应该根据影响程度给出权重。可以参考现有

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我省气象部门在大樱桃生育期观测等方面

的成果，确定影响大樱桃气候品质的关键气候因子，制定出合理

的权重系数。 

（2）对气候因子选择做出说明 

陈彦山  庞立英 

许云章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