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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农业气象学》的配套教材和补充教材，与《农
业气象学》构成统一的整体。
观测和分析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农业气象观测与数据分析是农业气象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
通过开展有效的气象要素观测和数据分析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巩固和补充课堂教学内容，而且还可
以培养学生观测和分析数据的实践操作技能，提高科学考察和判断的能力。
　　农业气象观测与数据分析是一门培养实践操作技能的课程，故本书强调知识与技能并重，而且在
某些方面更侧重技能的掌握，使学生的基本技能操作熟练并规范化。
为此，我们在相应的章节后配有复习思考题，并安排了实习，要求学生掌握气象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实
践技能。
　　本书内容以中国气象局业务部门的观测规范和分析方法为基础，由高校从事农业气象学教学一线
的教师和中国气象局从事农业气象科学研究的专家及业务技术骨干共同编写完成。
在教材编写方面，着重对学生实践操作和观测技能的培养，同时根据农业气象观测要求和技术科学发
展的趋势，介绍现代农业气象观测方法和技术手段、农业小气候基本观测知识及一些新仪器、新技术
。
这样既保证了教材内容的正规性、合理性、先进性，又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使学生今后无论在基层
还是在科研部门工作，都能适应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
　　本书第一章至第五章介绍了观测场地的选择、建设，辐射、温度、湿度、风、气压、降水、蒸发
和云等气象要素的测量原理，观测仪器的安装维护，以及观测的方法和步骤；第六章介绍了自动气象
站系统和现代农业气象观测中使用的一些新仪器和新技术；第七章介绍了作物气象、林果气象、畜牧
气象和渔业气象等农业气象观测种类，农业小气候观测，农业气象灾害及病虫害观测和调查的规范方
法，包括观测原则、仪器特点和观测程序等；第八章介绍了气象资料和农业气候资料的整理、统计、
分析和应用。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各院校可根据本校具体仪器设备条件、实习课学时数等实际情况，对实习内
容作相应的取舍，并可编写出适应本校情况的实习报告作业本，以实施教学.　　受编者水平和时间限
制，书中文字、图表等方面仍难免会有不足之处。
望读者把对本书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以便在本书重印和再版时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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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气象局业务部门的观测规范和分析方法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农业气象要素观测技能和数
据资料分析处理能力，在介绍传统常规的观测手段和方法的同时，结合农业气象学科应用服务和观测
手段的发展，介绍了现代农业气象观测中的一些新仪器和新技术，保证了教材内容的基础性、规范性
和先进性。
    全书共八章十二个实习，主要包括辐射、温度、湿度、风、气压、降水、蒸发和云等气象要素的观
测测量原理、仪器安装维护、观测方法和步骤，以及农业小气候观测和气象数据资料的整理、统计、
分析和应用。
书中内容展现了气象科技服务农业的新领域、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也为建立农业气
象减灾防灾保障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本书不仅可用作农业院校非农业气象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农业气象、地理、水文等其他有关专业及
各级农、林、牧、渔等生产和管理部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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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业气象观测场地设置　　农业气象观测是农业气象业务、服务和科研的基础，它包括
对农作物生长环境中的物理要素、气象要素及相关土壤要素和生物要素的观测。
气象要素的大气候观测方法与地面气象观测方法相同，土壤水分等要素观测方法可以参阅《土壤学》
或《土壤学实验指导》。
本书侧重介绍地面气象要素、农业小气候和生物要素的观测记录和数据的整理分析。
　　第一节　农业气象观测项目和场地　　一、农业气象观测的基本要求　　1．平行观测原则　　
农业气象观测必须遵守平行观测的基本原则，即在进行生物生长、发育状况观测的同时，还要对其生
长和生存的环境进行同步观测，使资料具有可比性。
　　2．点面结合的方法　　所选农业气象观测点要能够代表同一种农业气象类型，即根据所选择的
测点资料，可以推出同一农业类型的大致情况。
因此，除了在固定的观测地段进行系统观测外，还应在生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和气象灾害、病虫
害发生时进行较大范围的农业气象调查，以增强观测资料的代表性。
　　3．观测工作的科学性、连续性、长期性和可行性　　观测地段和观测项目要相对稳定，观测项
目、观测标准和使用仪器、观测方法等应科学合理，确保观测资料的科学性、代表性、可行性、可比
性、连续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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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气象观测与数据分析》不仅可用作农业院校非农业气象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农业气象、地
理、水文等其他有关专业及各级农、林、牧、渔等生产和管理部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气象观测与数据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