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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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气候中心、海东市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西德、雷生国、王紫文、马占良、刘文军、金欣、东元祯、钟存、祝林年、

韩辉福、王志远。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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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品质评价 大樱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大樱桃初级产品的气候品质分析和定量化评价以及农业、气象等相关部门开展大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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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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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T 486-2019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樱桃初级产品 

采摘后未经加工、生理生化指标未发生改变的大樱桃果实。 

3.2  

大樱桃气候品质 

受天气气候条件影响的大樱桃初级产品品质。 

3.3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 

用气候指标对大樱桃品质优劣等级所做的评定。 

3.4  

气候品质评价指数 

评价天气气候条件对大樱桃品质影响优劣的数量化指标。 

4 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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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气候品质评价的大樱桃应是具有地方特色和一定的种植规模，且以常规方式种植的生产区域范

围内的大樱桃初级产品。 

申请气候品质评价的大樱桃资料包括大樱桃的名称、品种、生产基地信息。其中，生产基地信息包

括基地名称、地址、生产规模、产地概况、环境条件等。 

气象资料应是代表该大樱桃生产区域气象条件的资料。 

气象资料来源于气象观测站，以最能代表评价区域内气象条件的气象观测站为准，如评价区域内或

周边区域的农田小气候观测站、区域自动气象站或基本气象站。 

气象要素主要包括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与大樱桃品质密切相关的气象因子。 

5 评价方法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进行评价。 

5.1  

评价模型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模型见公式（1）： 

 BAI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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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气候要素评价综合分值 

气候要素评价综合分值计算见公式（2）： 

 
=

=
18

1i

ii MaA  ..................................... (2) 

式中： 

Mi——第 i 个气候要素分级赋值； 

ai——第 i 个气候要素权重。 

各生育期内气候要素包括： 

花芽开放始期—花芽开放盛期：M1：平均气温（权重 0.07），M2：≥10℃积温（权重 0.055），

M3：最低气温（权重 0.06），M4：日照时数（权重 0.05）； 

开花始期—开花末期： M5：平均气温（权重 0.07）， M6：最低气温（权重 0.06）， M7： 日照时

数（权重 0.05）； 

叶芽开放始期-硬核盛期：M8：平均气温（权重 0.05）， M9：最高气温（权重 0.045）， M10：最低

气温（权重 0.05）， M11：日照时数（权重 0.055）， M12：气温日较差（权重 0.065）； 

可采成熟期： M13：平均气温（权重 0.05），M14：最高气温（权重 0.045）， M15：最低气温（权

重 0.05）， M16：日照时数（权重 0.055）， M17：气温日较差（权重 0.07）， M18：降水量（权重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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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要素评价综合分值总分为 100 分，其中 M1—M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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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M14  在低于常年值范围时=100

分，在常年值～常年值+10％范围时=90 分，在常年值+10％～常年值+20％范围时=80 分，在＞常年值

+20％范围时=70 分；其余要素在常年平均值±10％范围内时=90 分，＞10％时=100 分，＜10％时=80

分，＜20％时=70分。气象要素评分标准见表 A.1。 

5.3  

气象灾害评价综合分值 

气象灾害评价综合分值计算见公式（3）： 

 
=

=
3

1j

jj HbB  .................................... (3) 

式中： 

Hi——第 i 个气象灾害分级赋值； 

bi——第 i 个气象灾害权重。 

气象灾害包括： 

H1：花期霜冻害（权重 0.4），H2：冰雹灾害（权重 0.3），H3：可采成熟期连阴雨（权重 0.3）。 

气象灾害判定可依据 DB63/T 372－2018《气象灾害分级指标》以及实际受灾程度。根据 DB63/T 372

－2018《气象灾害分级指标》，霜冻害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冰雹灾害分为轻度、中度、重

度、特重度四个等级，连阴雨分为轻度、重度两个等级。本标准将灾害程度统一划分为轻微、严重两个

等级，其中轻微等级对应霜冻害的轻度、中度，对应冰雹灾害轻度、中度，对应连阴雨轻度；重度等级

对应霜冻害重度，对应冰雹灾害重度、特重度，对应连阴雨重度。 

气象灾害评价综合分值总分为 10分，其中 H1—H3在无灾范围=0 分，轻微灾害范围=5 分，严重灾害

范围=10 分。气象灾害评分标准见表 A.2。 

6 气候品质等级划分 

根据（1）式计算的气候品质评价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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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大樱桃气候品质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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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大樱桃名称、委托单位、气候品质认证标志、农产品认证区域和生产单位

概况、大樱桃生长期主要（关键）天气气候条件分析、评价等级、报告适用范围及认证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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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大樱桃不同生育期关键气候要素及气象灾害评分标准 

表A.1给出了气候要素评分标准。 

表A.1 气候要素评分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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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6.5 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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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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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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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给出了气象灾害评分标准。 

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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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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