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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同时，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强化科技

支撑手段。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生产，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更好更快发展，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减少气象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我省各县市均已在农业主

产区建立起农田小气候站监测田间地头第一手气象资料，其在气象防灾减灾与气

候资源利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湖南省农业小气候站在监控管理平台上传数据并监测农业气象数据的

站点共 107个。但是，由于有关农业小气候站的完备数据质量管理与评估标准尚

未建立起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的有效利用。本标准的建立旨在确保气象数

据的准确性，有利于更合理地利用气候资源，正是弥补此项数据管理的缺失，对

农业高效种植和避防气象灾害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有着重要的意义。

2.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的通知》正式下达《农业小气候站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标准》地方标准

立项，本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为湖南省气象局，起草单位为长沙市

望城区气象局。

2.2 工作过程

2021年 6月-2021年 8月，项目组在该标准申报立项前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

工作，经过大量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查找文献，成立标准编制课题组，编制

工作方案。

2021年 9月，完成申请书的编制，并申报立项。

2022年 1月，《农业小气候站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标准》地方标准

正式立项。

2021年 10月-2022年 7月，调研国内相关标准制定情况，及湖南省农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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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站站点及气象资料基本情况，并赴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咨询等工作。

2022年 5月---2022年 10月，整理湖南省农业小气候站相关资料，编制小组

研讨参考国家标准制定地标，编写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对

初稿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了《农业小气候站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

估标准》（征求意见稿）。决定 2022年 9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公开方式为湖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湖南省气象局门户网站，纸质征求意见发至省直有

关单位。湖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征求湖南省地方标准《农业小

气候站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向各

市、县气象局等单位征求意见。

2022年 11月-12 月，项目组将对收集到的意见认真研读，结合相关领域专

家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完善，形成标准终稿。

2.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长沙市望城区气象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江萍、朱家亮、匡方毅、邹德培、范昱、邱丽静、霍

涛、冉峰、刘慧、李文明、甘琳、吕渊

具体分工如下：

潘江萍：长沙市望城区气象局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负责标准总体方案

设计。

朱家亮：长沙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参与标准总体方案设计，负责标准和编

制说明起草工作，参与标准起草工作。

匡方毅：长沙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参与标准总体方案设计，负责标准和编

制说明起草工作，参与标准起草工作。

邹德培：邵阳市气象局助理工程师，参与标准总体方案设计，负责标准和编

制说明起草工作，参与标准起草工作。

范昱：长沙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负责标准规范性文件、文献查阅。

邱丽静：长沙市气象局助理工程师，负责标准规范性文件、案例分析。

霍涛：长沙市气象局工程师，负责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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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峰：长沙市气象局工程师，负责标准规范性文件、案例分析。

刘慧：长沙市气象局助理工程师，负责标准规范性文件、案例分析。

李文明。

甘琳：浏阳市气象局工程师，负责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吕渊：：邵阳市气象局工程师，负责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3.标准编制的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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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HNPR-2019-26001》及有关法规、规章，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2—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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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设置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质量控制及质量评

估，共 5章内容。

3.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小气候站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的对象、内容、方

法及疑误数据处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设施农业气象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

估。

3.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适用于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了说明。

3.2.3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标准的主要内容，设置了“术语和定义”一章。对本标准涉及

到的术语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3.2.4 气象资料质量控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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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研以及相关标准，在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借鉴国内其

他行业制定标准的经验，行业标准、科研成果及规范如下：

（1）《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22部分：观测记录质量控制》QX/T 66-2007，

《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气象辐射》QX/T 117-2020，《气象观测资料质量

控制 地面》QX/T 118-2020，对本标准的编制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2）《设施农业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DB 37/T3692-2019。

（2）《农业小气候站自动观测规范》DB41/T 1833-2019。

（3）《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管理要求》DB14/T 1991-2020。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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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违背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在编制过程主要参照了以

下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没有出现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发

生冲突的条款。无相关强制性标准。

[1] GB/T 33694-2017 自动气候站观测规范

[2] QX/T 118-2020 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

[3] QX/T 117-2020 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地面气象辐射

[4] QX/T 65-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21部分：缺测记录的处理和不完整

记录的统计

[5] QX/T 66-200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22部分：观测记录质量控制

[6] QX/T 261-2015 设施农业小气候观测规范 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6.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7.标准实施建议及预期效果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国内外均将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投入到农村农业生产

中。气象设备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农业小气候站的意义就在于通

过对农田小气候各要素变化特征的分析，方便及时采取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条件的

措施，降低灾害气候造成的损失，提高农作物的生长产量。数据准确、及时、可

靠成为智能气象服务农业生产的强有利数据保障，为更智慧的建设美丽乡村，提

供更科学的技术手段支撑，为新型农业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本标准为湖南省地方行业标准，建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与实施该标

准时，及时组织有关区、县（市）气象局、农业局以及标准管理部门和科研及生

产单位等宣传、落实该标准；同时举办实施标准的培训班。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605/15/48125898_9166583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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