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大数据的二化螟成虫预测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水稻二化螟是我国水稻上的常发性重大害虫之一，被列入《一类

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发生严重时常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近年

来，全国二化螟发生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度全国二化螟发生面积

约 1.8亿亩次，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多季稻作区，如江西、湖南、湖

北、浙江等局部地区，二化螟发生最为严重，导致水稻生产损失较大。

当前，江苏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 3300多万亩，根据近年的监测数据

来看，二化螟在全省的发生有加重趋势。因此，对二化螟的种群动态

进行及时准确的测报是制定科学防控方案、降低二化螟暴发成灾风险、

确保水稻稳产增收的关键支撑。

目前，对于二化螟的测报主要依靠传统人工调查与诱捕装置结合

的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具体表现在：1）人工剥查

法需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开展幼虫发育进度调查，单次调查耗时 3-5小

时/亩，效率低下；2）诱捕器受环境干扰严重，如果遭遇雷电、暴雨、

大风等剧烈天气，数据偏差大，获得的诱捕数据异常率增加，无法用

于准确测报；3）现有测报方式缺乏数据整合机制，各监测点信息孤

立，无法形成区域性预警网络；4）积累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二化螟

发生动态监测数据，同时相关的气象资料数据等也都有相应的记录积

累，形成大数据，却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利用，造成数据闲置。这种



技术滞后性直接影响二化螟的防控时效性。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迫

切需要制定基于大数据的二化螟测报相关技术规程，完善二化螟测报

技术体系，为江苏省二化螟发生开展及时准确地测报提供技术支撑。

现行 GB/T 15792-2009《水稻二化螟测报调查规范》尚未包含大

数据分析方法。本标准的制定实施，对于充分、规范、有效地利用历

史资料数据进行二化螟种群发生测报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将推动二

化螟测报技术实现三大转变：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从定点监

测向全域感知转变、从滞后应对向前瞻预警转变。预计实施后可显著

降低测报成本，实现二化螟的精准防控，对减少化学药剂用量有重要

促进作用。由此推动水稻产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并且促进农民

节本增收，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5年 2月 19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5年

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的通知》，标准制订牵头

单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2025年 5月 22日江苏省农学会

下达《关于 2025年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告》（苏

农学字[2025] 3号），批准本标准立项。

三、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

称
项目分工



1 罗光华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标准方案制定

与编写

2 鲍海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

员

标准方案制定

与编写

3 周晨
江苏省植物保护植

物检疫站
农艺师 标准技术支持

4 方继朝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调研

5 徐玮
北京金禾天成科技

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调研

6 徐晴玉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

员
调研

7 鞠佳菲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

究员
调研

四、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报

批为止）

（一）标准草案编制阶段（2025年 5月-2025年 7月）

1.组建技术团队与制定计划

立项后，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

疫站、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明确任务

分工与时间节点。团队基于前期积累的 2000-2023年二化螟发生数据、

气象资料等数据，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科技计划相关研究

成果，制定技术路线。

2.数据整合与模型构建

完成历史数据的梳理、标准化与多源数据融合（包括虫情动态、

气候因子等），初步构建基于深度学习的“二化螟发生-气候因子”智

能化预测模型框架。



3.草案形成

基于前期的场景调研和算法筛选，形成《基于大数据的二化螟成

虫预测规范》草案，明确数据采集规范、模型算法、模型输入输出参

数等。

（二）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

1.模型参数调整及优化

首先采用默认的参数组合对江苏 8地区的二化螟数据进行预测，

对比预测值与真实值，获得模型评价指标。随后通过手工调参结合搜

索调参对模型进行优化，获得最佳的参数组合及评价指标。

2.起草文本

基于优化结果编制《征求意见稿》，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技术流

程、数据要求等内容，完成文本格式与术语规范化修订。

（三）标准意见征求阶段（根据进展不断补充，知道报批为止）

1.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农学会官方网站等渠道

公开征求意见。

2.意见汇总与处理

收到有效反馈意见 x条，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数据安全（x条）：采纳建议增设“数据脱敏与隐私保护”条款；

模型可解释性（x条）：部分采纳，增加模型输出结果可视化说

明；

设备兼容性（x条）：补充兼容主流诱捕器型号的接口标准；



术语一致性（x条）：参照 GB/T 15792-2009规范术语表述。

最终采纳意见 x条，部分采纳 x条，未采纳 x条（主要涉及超出

标准范围的技术细节）。

（四）标准审查阶段（）

（五）标准报批阶段

五、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确立依据（重点内容）

（一） 标准主要内容

1.数据资料规范

数据精度：历史虫情数据时间分辨率 1天，空间定位精度至行

政村级别（经纬度±0.01°）；气象数据温度误差≤ ±1 ℃，湿度误差≤

± 3%。

排布方式：虫情数据按时间序列（年-月-日）结构化存储，气象

数据等数据通过时空对齐（每日同步）。

保存格式：采用 CSV（带标准化字段头）格式存档，适配 DeepAR

算法对多源时序数据的高效处理需求。

2.测报模型构建要求

预测目标：二化螟的每日成虫数量（头/天）。

预测准确度：85%以上。

主变量与协变量：

主变量：每日成虫诱捕量。

协变量：田间越冬幼虫量；气温、降水量和湿度等气象数据。

3.模型参数设定



算法框架：采用基于时间序列预测的 DeepAR概率模型，支持

多变量输入与分位数预测。

训练参数：

Epoch（迭代次数）：5-20次，优化目标MSE达到最小；

Batch size（训练批量大小）：32-64；

学习率：初始值 0.0001。

神经网络结构：递归神经网络 LSTM 结构，隐藏层单元数 40。

分布函数类型：泊松分布。

协变量使用规则：动态协变量滞后输入，静态协变量全局绑定

至监测点序列。

（二）重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理论依据

DeepAR算法选择：基于其概率预测能力（参考Amazon《DeepAR:

Probabilistic Forecasting with Autoregressive Recurrent Networks》），

可量化虫害发生的不确定性，满足农业预警的稳健性需求。

（三）数据依据

多时间序列支持：利用江苏省 2000-2023 年多个监测点数据，

构建了一千多条独立时间序列。

（四）试验验证依据

参数优化验证：在扬州、淮安等 8个区域开展超参数搜索：

Epoch=9时预测评价MSE达最小值（1.30）；

Batch size=64相比 32训练速度提升。



分布函数对比：泊松分布比 StudentT分布的预测准确度提升，

更符合田间虫量波动特征。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本标准引用和借鉴国家标准：GB/T 15792-2009 水稻

二化螟测报调查规范。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江苏省全域，同时可为湖南、江西、湖北、浙

江等多季稻作区提供技术参考。

本标准面向农业植保部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水稻种植企业及

合作社，涵盖二化螟种群动态监测、预测预警及防控决策支持，属于

智慧农业技术应用与病虫害数字化治理领域。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江苏省农学会同江苏省农业生产主管部门和

起草单位联合进行标准宣传和实施。建议通过短视频平台、广播、报

纸、电视和宣传彩页等传播媒介进行扩大宣传，加快本标准的推广与

应用。

八、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团体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团体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团体标准《基于大数据的二化螟成虫预测规范》编制组

2025年 07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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