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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修订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8 年立项计划中《夏玉米苗情长势

监测规范》项目（计划号：20184562-T-424），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起

草工作组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河南农业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组成。 

二、编制背景及意义 

作物苗情长势的信息监测对于农业生产管理至关重要，也是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依据。

及时、准确的苗情长势监测对科学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提前预测农产品

产量、防灾减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玉米苗情长势监测是农业信息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情长势监测分析是玉米科研工作

者、农业管理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调研中发现，各地各部门采用的监测标准主要来源

于《作物栽培学》、《中国玉米栽培学》等教科书和专著，关于玉米苗情长势监测没有国家和

行业标准，主要玉米主产区也没有相关的地方标准。各地各部门玉米苗情长势监测内容总体

类似，但监测指标、监测方法上都存在差异，难以实现统一，严重影响了对全国玉米生产的

统一监测和指导。 

为了实现玉米苗情长势的标准化监测和准确预判，迫切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玉米生产的共

性和差异，根据玉米生产的特性，兼顾主要产区、主要品种、重点指标，制定一部全国通用

的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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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工作简况 

（一）任务下达 

2018 年 12 月国家标准制定计划下达，任务下达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召开了标

准起草工作会议，进行了任务分工。 

（二）确立编制原则和编制计划 

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初步确定了与相关标准协

调一致、体现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并制定了编制计划。 

（三）收集相关资料并实地调研 

《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对有关涉及玉米苗情监测的教科

书、专著、工作文件，以及涉及部分内容的一些地方标准、部门标准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对河南、山东、河北等夏玉米主产区的玉米苗情监测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咨询了有关玉

米研究专家、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和农情监测人员。 

（四）形成标准讨论稿 

在收集及分析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2019 年 9 月，标准起草组按照国家标准编写格

式编写了《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标准草案。随后，起草工作组多次征求了玉米栽培、

标准化技术、信息监测技术、行业管理等专家的意见，查阅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对相关内容

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0 年 6 月，起草组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标准起草专家咨询会，对标准的起草要

求、重点内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研讨和咨询，对专家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调研和查证，

并将结果在标准草案中体现，形成了《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标准讨论稿。 

（五）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6 月，起草组就《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标准讨论稿再次向有关专家、农

业管理部门、农情监测人员征集意见。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起草工作组进一步修改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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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最终形成了《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 

（一）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始终遵循了“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

则。 

（二）体现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一是充分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确保先进性。 

二是广泛开展玉米苗情监测现状的摸底调查，确保适用性。对我国现有的玉米苗情监测、

分析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的标准化方面问题进行调研，对监测的内容、指标和方法进行了设计。 

三是充分征求玉米生产部门、农情调度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开展了专家论证，

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 

四是标准的条款尽可能规定具体、准确，具有良好的规范性。 

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一）标准名称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的标准名称为《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起草过程中标

注名称没有变化。 

（二）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的监测点选取、监测内容与监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生产指导、监测分析、科学研究、管理决策为目的的夏玉米苗情长势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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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主要对《夏玉米苗情长势监测规范》常用的“苗情长势”和“生育时期”

2 个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规定。 

（四）监测点选择要求 

“监测点选择要求”主要对监测地块和监测点的选择进行了规范。“监测地块”对监测

点所选取的区域代表性、地形、地势、环境条件和连片种植规模等进行了要求。“监测点”

对监测地块内监测点的选取和监测样本的标记等进行了要求。 

（五）监测内容和方法 

“监测内容和方法”主要规范了玉米生长环境（土壤环境、玉米田小气候）、生产管理

（如前茬作物、基础地力、播前处理、播种、施肥、灌排水、病虫害防治等）、生育时期（从

播种期、出苗期到成熟期）、玉米长势（如行距、株距、、株高、茎粗、叶面积指数等）和主

要灾害监测（如气象灾害、病害和虫害）等需要监测的项目及具体的监测方法。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关系。 

七、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