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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导向ꎬ任务引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原则编写ꎬ以职业能力

为核心ꎬ有针对性地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ꎮ 具备一定的理

论水平ꎬ突出了实践性、活动性、校本性、选择性ꎬ符合新课程理念ꎬ对
学习课程改革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ꎬ对学生全面成长和区域经济发

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ꎮ
各册教材的学习内容分别划分为若干个单元项目ꎬ再分为若干

个学习任务ꎬ每个学习任务包括任务描述及相关知识、操作步骤和方

法、思考与训练等ꎮ 力求适合各类学生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模

式和特点ꎮ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分为“测土配方施肥原理与方法”、“常见

配方肥料性质与施用”、“果树配方施肥技术”、“蔬菜配方施肥技

术”、“花卉配方施肥技术”５ 个项目单元ꎬ共计 １８ 个学习任务ꎮ 本书

由本校农学系骨干教师与饶阳县绿科蔬菜种植技术推广服务有限公

司、饶阳吾固果蔬专业合作社、衡水绮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

员合作完成ꎮ 限于时间与水平ꎬ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ꎬ恳请广大教

师和学生批评指正ꎬ希望读者和专家给予帮助指导!

衡水科技工程学校校本教材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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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国家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三部

委确定我校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项目建设学校ꎬ
按照我校示范校项目建设方案及任务书ꎬ重点建设畜牧兽医、果蔬花

卉生产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四个重点专业和教学信息化

一个特色开发项目ꎮ
为扎实推进示范校项目建设ꎬ切实深化教学模式改革ꎬ实现教学

内容的创新ꎬ使学校的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本地经济特色ꎮ 学校广

泛开展行业、企业调研ꎬ反复论证本地相关企业的技能岗位的典型任

务与技能需求ꎬ在此基础上科学设置课程体系ꎬ积极组织广大专业教

师研发和编写具有我市特色的校本教材ꎮ
示范校项目建设期间ꎬ我校的校本教材研发工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ꎮ 靳建虎老师编写的«动物繁殖改良技术»ꎬ李书标老师编写的

«ＡＳＰ 动态网页设计»(第二版)ꎬ黄芳老师编写的«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 办公应

用案例教程»、«中文版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２００７ 实例与操作»、«中文版 Ｃｏｒｅｌ￣
Ｄｒａｗ Ｘ５ 平面设计高级案例教程»等教材先后被高等教育出版社、航
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学校对校本教材的研发成果

进行总结、梳理ꎬ评选出«桃生产技术»、«设施蔬菜生产技术»、«设施

果树生产技术»、«电工技能训练»、«电子实习工艺»、«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局域网组建与管理»、«畜牧兽医实习实训指导(上)»等 ８ 册

能体现本校特色的校本教材ꎬ其中 ６ 册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发行ꎮ 这套系列教材以学校和区域经济作为本位和阵地ꎬ在学生学

习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分析的基础上ꎬ由学校与合作企业联合(其中

每本教材均有合作企业技术人员担任主编)开发和编制ꎮ 教材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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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测土配方施肥原理与方法

























 



　 　 项目导读:测土配方施肥是以肥料田间试验和土壤测试为基础ꎬ根据作物

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ꎬ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ꎬ提出氮、
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ꎮ 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离不开施肥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方法ꎮ

【知识目标】
１ 了解测土配方施肥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测土常规方法ꎮ
２ 熟悉测土配方施肥的操作步骤ꎮ
３ 掌握测土配方施肥的原则与技术方法ꎮ

【技能目标】
会结合土壤分析结果和作物需肥量ꎬ计算作物全生育期施肥量ꎮ

任务一　 测土配方施肥原理

一、养分归还学说

作物生长需要从土壤中吸收氮、磷、钾等矿质营养ꎬ由于人类在土地上种植作物并把

产物拿走ꎬ土壤所含的养分将会越来越少ꎬ必然会使地力逐渐下降ꎮ 因此ꎬ要想恢复地

力ꎬ增加产量ꎬ就必须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全部东西ꎬ这就是“养分归还学说”ꎮ 作物产

量的形成有 ４０％~８０％的养分来自土壤ꎬ但不能把土壤看做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养分库”ꎮ 归还什么ꎬ归还多少ꎬ以保持土壤地力ꎬ正是测土配方施肥的主要内容ꎮ

二、最小养分律

作物生长发育需要吸收各种养分ꎬ但严重影响作物生长、限制作物产量的是土壤中

那种相对含量最小的养分因素ꎬ产量也在一定限度内随着这个因素的增减而相应地变

化ꎬ这就是“最小养分律”ꎮ 忽视最小养分ꎬ即使继续增加其他养分ꎬ作物产量也难以再

提高ꎮ 经济合理的施肥方案ꎬ是将作物所缺的各种养分同时按作物所需比例相应提高ꎬ
作物才能实现高产ꎮ

三、同等重要和不可替代律

对农作物来讲ꎬ不论大量元素或微量元素ꎬ都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ꎮ 如玉米缺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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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植株矮小而出现花白苗ꎬ棉花缺硼使得蕾而不花ꎮ 而且作物需要的各营养元素ꎬ在
作物体内都有一定功效ꎬ相互之间不能替代ꎮ 如缺磷不能用氮代替ꎬ缺钾不能用氮、磷配

合代替ꎮ 缺少什么营养元素ꎬ就必须施用含有该元素的肥料进行补充ꎬ这就是科学施肥

中平衡施肥的原因ꎮ

四、报酬递减律

从一定土地上所得的报酬ꎬ随着向该土地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量的增大而有所增加ꎬ
但达到一定水平后ꎬ随着投入的单位劳动和资本量的增加ꎬ报酬的增加却在逐渐减少ꎮ
引入到施肥反应中表现为ꎬ在土壤缺肥的情况下ꎬ根据作物的需要进行施肥ꎬ作物的产量

会相应增加ꎬ但施肥量的增加与产量的增加并不是正相关关系ꎮ 当施肥量很低的时候ꎬ
单位肥料的增产量很大ꎬ随着施肥量的增加ꎬ单位肥料的增产量呈递减趋势ꎬ当施肥量增

加到一定程度时ꎬ再多施肥ꎬ产量也不会增加ꎬ即单位施肥量的增产呈递减趋势ꎬ就是

“报酬递减律”ꎮ 它提醒我们要在配方施肥时关注肥料效应ꎬ关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ꎬ寻
找最佳效益施肥量ꎮ

五、因子综合作用律

又称限制因子率ꎬ作物产量高低是由影响作物生长发育诸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ꎬ如
养分、气候、水、土壤、生产管理技术等ꎮ 但其中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限制因子ꎬ产量在

一定程度受该限制因子的制约ꎮ 为了充分发挥肥料的增产作用ꎬ提高肥料的经济效益ꎬ
施肥措施必须与其他农业技术措施(光、温、水、品种选择、耕作措施、栽培制度等)密切

配合ꎬ发挥其综合效益功能ꎬ以不断寻求产量的提升和质量的改善ꎮ

任务二　 测土配方施肥方法

一、测土配方施肥的原则

(一)协调营养平衡原则

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既要求所需的各种养分有充足的供应量ꎬ又要求各种养分的供

应量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ꎮ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野外调查、取样测试、配方施肥等系

列工作以协调营养平衡ꎬ保证作物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适量且按比例供给ꎮ
(二)增加产量与改善农产品品质相统一的原则

农产品的品质主要决定于作物本身的遗传特性ꎬ但也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ꎬ其中

包括施肥ꎮ 尤其是在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对施肥的反应不同步时ꎬ测土配方施肥可以有多

种目标选择:一是在不至于使产品品质显著降低或对人、畜安全产生影响的情况下ꎬ以实

现最高产量为施肥目标ꎻ二是在不至于引起产量显著降低时ꎬ以实现最佳品质为施肥目

标ꎻ三是当产量和品质之间的矛盾比较大时ꎬ在有利于品质改善的前提下ꎬ尽可能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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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施肥目标ꎮ 对因品质良好即具有较高商品价值而全部或部分弥补由于产量的降低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产品ꎬ可选择最好或较好的品质为施肥目标ꎻ在食品或饲料作物严

重短缺的情况下ꎬ在保证产品不对人、畜产生危害的前提下ꎬ可选择最高或较好的产量为

施肥目标ꎮ
(三)提高肥料利用率的原则

施肥技术是影响肥料利用率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是提

高肥料利用率的有效途径之一ꎬ各种养分的配合施用ꎬ如氮、磷、钾的配合施肥ꎬ大量营养

元素肥料与微量营养元素肥料的配合施用ꎬ不仅为作物生长发育平衡供应各种养分ꎬ还
可充分发挥各养分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ꎬ从而提高施肥效果和肥料利用率ꎮ

(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肥料施入土壤后ꎬ一些肥料的成分或肥料与土壤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进

入与土壤密切相关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ꎬ而合理施肥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物质进

入环境产生污染ꎬ而保护生态环境ꎮ
(五)保障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培肥地力是保障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ꎮ 地力水平及变化趋势不仅取决于土

地本身ꎬ更受到外部自然环境及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ꎮ 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尤其是施

肥ꎬ不仅直接影响着地力发展变化的方向和速度ꎬ还决定着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发展趋势ꎮ
测土配方施肥的最根本原则ꎬ就是维持并提高地力以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ꎮ

二、测土配方施肥方法

目前在全国开展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ꎬ经历了测土施肥、配方施肥、微机优化配方施

肥或优化配方施肥、平衡施肥及当前的测土配方施肥五个过程ꎮ 逐步形成以下的测土配

方施肥方法:
(一)土壤、植株测试推荐施肥法

根据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养分的不同特征ꎬ采取不同的养分优化调控与管理策

略ꎮ 氮素推荐根据土壤供氮状况和作物需氮量ꎬ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精确调控ꎬ包括基

肥和追肥的调控ꎻ磷钾肥通过土壤测试和养分平衡进行监控ꎻ中微量元素采用因缺补缺

矫正施肥策略ꎮ
氮素实时监控施肥技术:根据目标产量确定作物需氮量ꎬ以需氮量的 ３０％ ~ ６０％作

为基肥用量ꎮ 具体实施比例根据土壤全氮含量ꎬ参照当地丰缺指标来确定ꎬ一般在全氮

含量偏低时ꎬ采用需氮量的 ５０％~６０％作为基肥ꎬ在全氮含量居中时ꎬ采用需氮量的 ４０％
~５０％作为基肥ꎬ在全氮含量偏高时ꎬ采用需氮量的 ３０％~４０％作为基肥ꎮ

基肥用量(ｋｇ / ６６７ｍ２)＝ (目标产量需肥量－土壤无机氮) ×(３０％ ~ ６０％) /肥料中养

分含量×肥料当季利用率

其中:土壤无机氮(ｋｇ / ６６７ｍ２)＝ 土壤无机氮测试值(ｍｇ / ｋｇ)×０ １５×校正系数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肥料效应函数法

根据田间试验结果建立当地主要农作物的肥料效应函数ꎬ一般进行单因素或两因素

以上的多因素肥料效应试验ꎬ将所得的产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ꎬ求出产量与施肥量之间

的函数关系(即肥料效应方程)ꎮ 根据此方程ꎬ计算出最高产量施肥量、经济施肥量、施
肥上限和施肥下限ꎮ 这一方法的优点是能客观地反映肥料等因素的单一和综合效果ꎬ施
肥精确度高ꎬ符合实际情况ꎬ缺点是地区局限性强ꎬ不同土壤、气候、耕作、品种等需布置

多点不同试验ꎮ
(三)土壤养分丰缺指标法

通过土壤养分测试结果和田间肥效试验结果ꎬ建立不同作物、不同区域的土壤养分

丰缺指标ꎮ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可根据田间试验收获后ꎬ不同处理的产量对比计算土壤养

分的丰缺情况ꎮ 相对产量低于 ５０％的土壤养分为极低ꎻ相对产量 ５０％ ~ ７０％为低ꎻ
７５％~９５％为中ꎻ大于 ９５％为高ꎬ从而确定出适用于某一区域、某种农作物的土壤养分丰

缺指标及对应的肥料施用量ꎮ 对该区域其他田块ꎬ通过土壤养分测定ꎬ了解土壤养分的

丰缺情况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优化施肥配方ꎮ
(四)氮、磷、钾比例法

根据田间肥料试验所得到的氮、磷、钾等养分的最佳施用比例ꎬ实际应用时只需确定

某种养分如氮肥的用量ꎬ其他养分施用量可根据这一比例来估计ꎮ 一般用氮定磷、钾ꎬ或
以磷定氮钾ꎮ 如叶菜类大白菜在施足有机肥的基础上ꎬ施入 Ｎ、Ｐ、Ｋ 比例为 １ ∶ ０ ３６ ∶
０ ５５ꎬ瓜类 Ｎ、Ｐ、Ｋ 的需求比例大约为 １ ︰ ０ ３６ ︰ １ １５ꎬ红薯 Ｎ、Ｐ、Ｋ 比例为 ｌ ∶ ０ ４６ ∶
１ ５４ꎬ葡萄吸收 Ｎ、Ｐ、Ｋ 比例为 １ ∶ ０ ５ ∶ １ ２ꎬ观叶花卉的 Ｎ、Ｐ、Ｋ 比例为 ４ ∶ ０ １ ∶ ５ꎮ

(五)目标产量法

作物产量的构成ꎬ是由土壤和肥料两个方面供给养分的结果ꎮ 目标产量法就是根据

这个原理来计算肥料施用量ꎮ 一季作物取走的养分ꎬ扣除土壤提供的养分ꎬ则为肥料提

供养分ꎬ除以肥料利用率ꎬ则为需要施用的肥料养分ꎮ 它又分养分平衡法和地力差减法ꎮ
１ 养分平衡法

以养分测定值来计算土壤供肥量ꎬ作物需要的养分包括土壤提供的养分和施用肥料

所含养分ꎬ即
应施肥料养分＝作物需要吸收的养分－土壤养分供应量

肥料需要量＝(目标产量×作物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土壤养分测定值×０ １５×校正

系数) / (肥料养分含量×肥料当季利用率)
(１)作物需要吸收的养分＝目标产量×作物单位养分吸收量

目标产量:可采用平均单产法来确定ꎬ平均单产法是利用施肥区前三年平均单产和

年递增率为基础确定目标产量ꎮ
计算公式为:
目标产量＝(１＋递增率)×前 ３ 年平均单产

４



作物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随品种和施肥等条件而变化ꎬ部分果蔬作物单产养分吸收

量如表 １－１
表 １－１　 形成 １００ｋｇ 主产品吸收氮、磷、钾的大致数量(ｋｇ)

作物 收获物 氮(Ｎ) 磷(Ｐ２Ｏ５) 钾(Ｋ２Ｏ)

桃(白凤) 果实(鲜重) ０ ４８ ０ ２０ ０ ７６

梨(２０ 世纪) 果实(鲜重) ０ ４７ ０ ２３ ０ ４８

苹果(国光) 果实(鲜重) ０ ３０ ０ ０８ ０ ３２

葡萄(玫瑰香) 果实(鲜重) ０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７２

大白菜 叶球(鲜重) ０ １９ ０ ０９ ０ ３４

甘蓝 叶球(鲜重) ０ ３０ ０ １０ ０ ２２

菠菜 叶(鲜重) ０ ２５ ０ ０８ ０ ５３

芹菜 茎叶(鲜重) ０ ２０ ０ ０９ ０ ３９

番茄 果实(鲜重) ０ ３５ ０ ０９ ０ ３９

茄子 果实(鲜重) ０ ３２ ０ ０９ ０ ４５

甜椒 果实(鲜重) ０ ５２ ０ １１ ０ ６４

黄瓜 果实(鲜重) ０ ２７ ０ １３ ０ ３５

冬瓜 果实(鲜重) ０ １４ ０ ０５ ０ ２１

架芸豆 荚果(鲜重) １ ００ ０ ２２ ０ ５９

大葱 茎叶(鲜重) ０ １８ ０ ０６ ０ １１

大蒜 鳞茎(鲜重) ０ ５１ ０ １３ ０ １８

胡萝卜 根(鲜重) ０ ２４ ０ ０８ ０ ５７

　 　 (２)土壤养分供应量＝土壤测定值×０ １５×校正系数

任何土壤测定值都不能完全代表土壤养分的供给量ꎬ一般用测定值与作物产量之间

存在的相关性对土壤测定值加以校正ꎬ校正系数实际上就是土壤中养分的利用效率ꎮ
土壤养分供给量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不施肥区 ６６７ｍ２ 产量×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 / (土壤养分测定值×０ １５)
或

校正系数＝(缺素区 ６６７ｍ２ 产量×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 / (土壤养分测定值×０ １５)
０ １５ 为换算系数ꎬ若土壤中某种养分元素的测定值是 １ｍｇ / ｋｇ 土ꎬ０~２０ｃｍ 的表层土

５



壤有约 １５００００ｋｇ 土壤ꎬ则每 ６６７ｍ２ 该养分含量为:
１５００００(ｋｇ)×(１ / １０００)＝ ０ １５ｋｇ
假设不施肥时的产量为 ２００ｋｇꎬ生产 １００ｋｇ 籽粒产量从土壤中吸收该养分 １ｋｇꎬ土壤

测定值为 ２５ｍｇ / ｋｇꎬ则校正系数为:
(２００×１ / １００) / (２５×０ １５)＝ ０ ５３

也就是说该土壤这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为 ５３％ꎮ 一般情况下土壤有效养分校正

系数为:碱解氮在 ０ ３~０ ７ꎬ有效磷在 ０ ４~０ ５ꎬ速效钾在 ０ ５~０ ８５ꎬ实际应用时要参考

各地试验结果ꎮ
(３)肥料当季利用率:
当季肥料利用率是指肥料施入土壤后ꎬ作物当季吸收利用的养分量占所施养分总量

的百分数ꎮ 它是一个变数ꎬ因土壤肥力状况、气象条件、耕作方式、施肥量等变化而变化ꎮ
某元素肥料利用率(％)＝ (施肥区作物吸收该元素量－不施肥区作物吸收该元素

量) /施入肥料中含该元素总量×１００％
一般氮肥利用率在水田为 ２０％ ~ ２５％ꎬ在旱田为 ３０％ ~ ４０％:磷肥利用率在旱田为

１０％~２５％ꎬ在水田为 ３０％~４０％ꎻ钾肥利用率为 ４０％ ~５０％ꎮ 表 １－２ 列举了不同肥料的

当季利用率ꎮ
表 １－２　 不同肥料的当季利用率

肥料名称 利用率(％) 肥料名称 利用率(％) 肥料名称 利用率(％)

一般圈粪 ２０~３０ 氨水 ４０~５０ 过磷酸钙 ２０~２５

土圈粪 １５~２５ 硫铵 ５０~６０ 钙镁磷肥 ２０~２５

堆沤肥 ２５~３０ 硝铵 ５０~６５ 磷矿粉 １０

坑肥 ３０~４０ 氯铵 ４０~５０ 硫酸钾 ５０~６０

人粪尿 ４０~６０ 碳铵 ４０~５５ 氯化钾 ５０~６０

新鲜绿肥 ３０~４０ 尿素 ４０~５０ 草木灰 ３０~４０

　 　 (引自«测土配方与作物配方施肥技术»ꎬ金盾出版社)
肥料养分含量ꎻ化肥、商品有机肥料含量按其标明有效含量计ꎬ不明养分含量的有机

肥料ꎬ其养分含量可参照当地同类型有机肥料养分平均值获取ꎮ
２ 地力差减法

在没有条件进行土壤测试的地方ꎬ可以用田间试验之空白小区的植物产量(即空白

产量)来代表地力产量ꎮ 目标产量减去地力产量后的差额乘以单位产量的养分吸收量ꎬ
就是需要用肥料来满足供应的养分数量ꎮ 其计算公式为:

肥料需要量＝ (目标产量－空白产量) ×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 / (肥料养分含量×肥料

当季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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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测土配方施肥的步骤

一、采集土样和化验

(一)土壤样品采集

看病需对症下药ꎬ测土配方施肥就是为耕地做诊断ꎬ缺什么补什么ꎮ 而取土作为测

土的第一步ꎬ则成为整个测土配方施肥过程的关键ꎬ取土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测土

的结果ꎬ继而影响施肥的最终效果ꎮ 参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要求ꎬ科学的取土方

法为:
１ 采样时间和周期

采样时间应在作物收获后或播种施肥前采集ꎬ一般在秋后ꎮ 设施蔬菜在晾棚期采

集ꎬ果园在果品采摘后的第一次施肥前采集ꎮ 进行氮肥追肥推荐时ꎬ应在追肥前或作物

生长的关键时期采集ꎮ 不同的作物土壤取样时期也不同ꎮ 对果树地而言ꎬ取土在果树收

获前两周、秋梢老熟期、落花期为宜ꎻ果菜地在种植前、收获后、果实膨大期ꎻ叶菜地在种

植前、收获后ꎻ水稻地在种植前、分蘖盛期为宜ꎮ 同一采样单元ꎬ无机氮及植株氮营养快

速诊断每季或每年需采集一次ꎬ土壤有效磷、速效钾等一般 ２~３ 年采集一次ꎻ中、微量元

素一般 ３~５ 年采集一次ꎮ
２ 采样深度和样点数量

采样深度一般取耕层 ０~２０ｃｍ 混合土样ꎮ 土壤无机氮含量测定ꎬ采样深度应根据不

同作物、不同生育期的主要根系分布深度来确定ꎮ
采样点数量要保证足够的采样点ꎬ使之能代表采样单元的土壤特性ꎮ 每个样品采样

点的多少ꎬ取决于采样单元的大小、土壤肥力的一致性等ꎮ 采样必须多点混合ꎬ每个样品

取 １５~２０ 个样点ꎮ
３ 采样路线

采样时应沿着一定的线路ꎬ按照“随机”、“等量”和“多点混合”的原则进行采样ꎮ
在采样区内沿“之”字形线或 Ｓ 形(蛇形)线等距离随机取 １０~３０ 个样点的土样ꎮ 采用 Ｓ
形布点采样ꎬ能够较好地克服耕作、施肥等所造成的误差ꎮ 在地形变化小、地力较均匀、
采样单元面积较小的情况下ꎬ也可采用梅花形布点取样ꎮ 要避开路边、田埂、沟边、肥堆

等特殊部位ꎮ
４ 采样方法

每个采样点的取土深度及采样量应均匀一致ꎬ土样上层与下层的比例要相同ꎮ 取样

器应垂直于地面入土ꎬ深度相同ꎮ 用取土铲取样应先铲出一个耕层断面ꎬ再平行于断面

取土ꎮ 因需测定或抽样测定微量元素ꎬ所有样品都应用不锈钢取土器采样(如图 １－１)ꎮ
７



图 １－１　 土样采集示意图

５ 样品量

混合土样以取土 １ ㎏左右为宜(用于推荐施肥的 ０ ５ｋｇꎬ用于试验的 ２ ㎏以上ꎬ长期

保存备用)ꎬ可用四分法将多余的土壤弃去ꎮ 方法是将采集的土壤样品放在盘子里或塑

料布上ꎬ弄碎、混匀ꎬ铺成正方形ꎬ画对角线将土样分成四份ꎬ把对角的两份分别合并成一

份ꎬ保留一份ꎬ弃去一份ꎮ 如果所得的样品依然很多ꎬ可再用四分法处理ꎬ直至所需数量

为止(见图 １－２)ꎮ

图 １－２　 四分法示意图

最后将土样装入土袋后ꎬ写好标签ꎬ注明采样地、采样深度、日期、采样人姓名、村乡

地名等ꎮ
(二)土壤样品分析

按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ꎬ主要养分测定标准方法如下:
(１)土壤有机质采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滴定法)测定ꎮ
(２)土壤氮测定包括全氮和水解性氮:土壤全氮采用凯氏蒸馏法测定ꎬ土壤水解性

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ꎮ
(３)土壤有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或氟化铵———盐酸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ꎮ
(４)土壤钾包括速效钾和缓效钾测定:土壤缓效钾采用硝酸提取———火焰光度计或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法测定ꎬ土壤速效钾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计或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法测定ꎮ
(５)土壤交换性钙镁为 ｐＨ<６ ５ 的样品必测项目ꎬ采用乙酸铵交换———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测定ꎮ
(６)土壤有效硫采用磷酸盐－乙酸或氯化钙浸提———硫酸钡比浊法测定ꎮ
８



(７)土壤有效铜、锌、铁、锰采用 ＤＴＰＡ 浸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ꎮ

(８)土壤有效硼采用沸水浸提———甲亚胺———Ｈ 比色法或姜黄素比色法测定ꎮ

(９)土壤有效钼对于一般区域选 １０％的样品测定ꎬ对于豆科作物主产区则需全测ꎮ

采用草酸———草酸铵浸提———极谱法测定ꎮ

(三)土壤养分丰缺诊断(见表 １－３、表 １－４)

表 １－３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常规测定方法)

项目 缺乏 中等 丰富

有机质(％) <１ ５ １ ５~２ ５ >２ ５

全 Ｎ(％) <０ ０６ ０ ０６~０ １０ >０ １０

　 　 表 １－４　 土壤养分分级(ｍｇ / ｋｇ)

元素 极缺 缺乏 中等 丰富 偏高

碱解氮 <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

速效磷 <５ ０ ５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

速效钾 <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５０ >２５０

交换钙 <１０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２５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交换镁 <２５ ２５~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有效硫 <１０ １０~１６ １６~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

有效铁 <２ ５ ２ ５~４ ５ ４ ５~１０ ０ １０~２０ >２０ ０

有效锰 <５ ０ ５ ０~１０ ０ １０ ０~２０ ０ ２０~３０ >３０ ０

有效铜 <０ １ ０ １~０ ２ ０ ２~１ ０ １ ０~２ ０ >２ ０

有效锌 <０ ５ ０ ５~１ ０ １ ０~２ ０ ２ ０~４ ０ >４ ０

有效硼 <０ ２５ ０ ２５~０ ５ ０ ５~１ ０ １ ０~２ ０ >２ ０

有效钼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１５ ０ １５~０ ２０ ０ ２０~０ ３０ >０ ３０

　 　 (引自«测土配方与作物配方施肥技术»ꎬ金盾出版社)

二、确定配方、购肥配肥

获得土壤养分测定值后ꎬ根据栽培作物养分需求特性ꎬ及肥料利用率等因素按照前

述科学的配方施肥方法确定作物各养分需求量ꎬ并根据土壤性状、肥料特性、作物营养特

性、肥料资源等综合因素确定肥料种类ꎬ选用单质或复混肥料自行配制配方肥料ꎬ也可以

直接购买配方肥料ꎮ 要注意在养分需求与供应平衡的基础上ꎬ坚持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

相结合ꎬ大量元素与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的结合施用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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