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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食用菌、中药材、乡村游等特色农业发展迅速，鉴

于发展中出现的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农民贫富差

距扩大、龙头企业盈利弱且带动性差、农民科技文

化素质较低等问题，政府、企业和农民更应从自身做

起，增加特色农业发展投入，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

提升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积极打造品牌战略，让本地

特色享誉全国甚至世界，为实现乡村振兴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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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保险损失鉴定中农作物测产的思考
李俊杰 1　王付山 2　李怀记 3

（1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种子管理站，周口 466001；2 河南省桐柏县种子管理站，桐柏 474750；
3 河南省周口市种子技术服务站，周口 466000）

摘要：种植业保险定损测产应依据农作物测产的基本原理，结合保险损失鉴定的特点，根据造成损失的类型灵活采用适合

该损失类型特点的程序和方法，达到错峰、科学、客观、准确、方便、快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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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与普及，种植业保险

损失鉴定工作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各级相关部门

也相继出台了工作意见、技术规范来指导和规范鉴

定工作。然而，保险定损产量测定是以损失鉴定为

主线，与高产开发、高产创建、产量比较等一般性的

测产虽有大同但也有小异，在借鉴传统测产方法的

同时也要考虑保险定损测产的特殊性，不宜照搬硬

套。结合工作实践和保险损失鉴定的特点，就保险

定损中农作物测产工作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对农作

物定损测产的改进起到积极作用。

1　现行测产方法
当前农作物保险定损田间测产的方法严格按

照当地农业部门颁发的农作物定损测产办法执行，

现以小麦为例摘录如下。

1.1　测产方法　采用“一米双行”测产法。（1）亩

穗数（万）：每个调查点取样段长 1m、相邻 2 行，调

查一米双行的总穗数；行距 =11 行之间距离 /10；亩

穗数（万）= 一米双行总穗数 / 行距（以寸为单位）。

（2）穗粒数（粒）：在调查点内随机选取 10~20 个麦

穗，计算平均穗粒数。（3）千粒重（g）：选取抽样穗

子粒，晾干水分（含水量不超过 13%）后称重，获取

千粒重。

1.2　产量计算公式　亩产量（kg）= 亩穗数（万）× 
穗粒数（粒）× 千粒重（g）×85%×10-2。

2　问题探讨
2.1　时间紧，任务重　由于损失鉴定测产采用实测粒

重，作业时间不能过于提前，一般收获前 5d 左右开始

测产，时间紧，工作量大，特别是冬小麦收获时间比较

集中，再遇到提前成熟收割的情况，使测产工作捉襟

见肘。如果测产时间提前幅度过大，将增加粒重测定

值的误差，测产结果有失公允。采取有效措施，在不

影响测产结果科学、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延长测

产作业的时间、简化步骤、提高效率是当务之急。

2.2　在室内考种和结果计算方面有改进的空间　以

小麦为例，现行的做法是：每个样点测定群体后，随

机取 20 个穗带回，待晾干水分后脱粒称重、数粒，

获取穗粒数和千粒重，计算理论产量。试想，既然

有 20 穗总粒重，似乎没有必要再兜圈子计算出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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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粒重，再用三要素计算产量，不如直接计算出

单穗粒重，由亩穗数和单穗粒重得出理论产量更加

简单、方便、快捷。

2.3　免去水分折算让人觉得不够严谨、客观　众所

周知，在高产创建理论测产中千粒重采用的是前 3 年

的平均值（属标准水分的千粒重），而实收测产中有

折算标准水分的过程 [1-2]，因为实收称重样品的水分

不一定是标准水分值，必须进行折算。而定损测产

实际上是介于高产创建的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之间

的测产办法，其群体与个体粒数是理论测产方法的

计算值，粒重为实测值，所以有必要进行标准水分折

算，因为考种时实际水分不一定恰好就是标准水分，

如果不进行标准水分的折算，其理论产量会随样品子

粒水分与标准水分的偏差产生同比例的人为误差。

2.4　测产系数有待更新　为了减少抽样误差、兼顾

生产上实际收打过程中的落粒损失，传统测产中常

根据不同作物设定了各自的测产系数。全国高产创

建测产验收办法中，一般禾谷类作物的测产系数为

0.85[1]、大豆为 0.9[2]。然而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

展，现在的农作物收获已基本完全实行机械化，与传

统人畜收打相比其落粒损失率大幅度降低，是否仍

沿用传统的测产系数值得商榷。据何盛莲等 [3]4 个

年度对 5 个冬小麦主产区的跟踪研究，冬小麦测产

系数平均值为 0.90，比实际应用测产系数（0.85）高

5.88%，其中比黄淮南片高 10.12%，且测产系数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小麦理论测产时由一直沿用的

0.85 调整为 0.9 具有可靠性。李向东等 [4] 建议在小

麦田间理论测产中使用实测千粒重时折算系数采用

0.85，使用常年千粒重时测产系数采用 0.90。张晓

平等 [5] 则主张机收麦田的测产系数应改为 98%，人

工收割麦田的测产系数仍可延用 85%。

3　改进设想
3.1　根据不同的损失类型适当调整测产方法　按

照导致减产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 3 种基本损失类

型：（1）群体损失型，因苗期灾害（病虫、天气等）造

成缺苗，使收获株（穗）数减少导致的减产；（2）个体

损失型，授粉不良或其他原因导致单株（穗）粒数减

少导致的减产；（3）粒重损失型，光合作用受限影响

灌浆（鼓粒）导致的减产。在生产实践中以上基本

损失类型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同时发生（复合型）。

对于群体损失型、个体损失型和复合型中不含粒重

损失因素的减产地块建议采用传统的测产方法，采

用理论千粒重（前 3 年平均值）进行产量计算，省去

了取样、考种程序，当场可计算产量结果，测产时间

也可大大提前，仅粒重损失型与含有粒重损失因素

的复合型地块按照现行技术规范进行测产，另外对

粒重损失型已丧失灌浆（鼓粒）能力的情况也可安

排提前测产，这样可以错峰作业，提高效率，减轻收

获前突击测产的工作压力。

3.2　实测粒重应进行标准水分校正　粒重损失型

地块需实测千粒重的，在室内考种测量千粒重的同

时应测量样品水分，进行标准水分校正。对没有条

件进行标准水分测定的应进行快速水分测定。

3.3　产量计算要与测产方法相适应　按照方便、快

捷、准确的原则，对采用千粒重实测值与理论值的 2
种测产方法应使用不同的计算方式，现以小麦为例

简述如下。

理论值千粒重的产量计算：亩产量（kg）= 亩穗

数（万）× 穗 粒 数（粒）× 千 粒 重（g）× 测 产 系

数 ×10-2。

实测千粒重的产量计算方法除了上述计算方

法外，推荐使用简便方法，只求出单株（穗）粒重即

可，免去单株（穗）粒数与千粒重的计算：亩产量

（kg）= 亩穗数（万）× 单穗粒重（g）×10× 测产

系数 ×（1- 实测水分值）/（1- 标准水分值）。

3.4　建议评估更新测产系数　建议相关部门组织

专家对本生态类型区内农作物测产系数进行研讨与

评估，确定适应现代生产水平的测产系数，增加测产

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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