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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测土施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紫花苜蓿测土施肥程序，规定了紫花苜蓿测土施肥的土壤采样技术、测定项目和

方法、土壤有机质丰缺指标和有机肥施用量、土壤氮素丰缺指标和施氮量、土壤有效磷丰缺指标和

施磷量、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施钾量、土壤微量元素丰缺临界值和微肥施用量、施肥时期和施用

方法等内容，描述了紫花苜蓿测土施肥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紫花苜蓿测土施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889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890    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 

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 6 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7    土壤检测 第 7 部分: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NY/T 1121.8    土壤检测 第 8 部分:土壤有效硼的测定 

NY/T 1121.9    土壤检测 第 9 部分:土壤有效钼的测定 

NY/T 1121.24    土壤检测 第 24 部分:土壤全氮的测定 自动定氮仪法 

LY/T 1229    森林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土施肥 soil testing and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

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 

3.2 

目标产量  projected yield 

依据当地气候、土壤、栽培管理水平等条件确定的计划或预期产量。 

3.3 

缺素处理相对产量  relative yield for treatment without a particular nutrient adding 

不施某一种养分，而其余养分满足供应的施肥试验处理称为缺素处理。如缺氮处理为不施氮

素，而磷、钾等养分满足供应的施肥试验处理。满足各种养分供应的施肥试验处理称为全肥处理。

缺素处理产量与全肥处理产量的比值称为缺素处理相对产量。 

https://baike.so.com/doc/4940323-51611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32941-2467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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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养分当季利用率  nutrient use efficiency in current season 

作物当季吸收利用的作为肥料施入土壤的养分占全部施入养分的百分比。 

3.5  

水肥一体化  fertigation 

利用灌溉系统，将水溶性肥料与灌溉水同时施入土壤中的一种农业技术。 

4  紫花苜蓿测土施肥程序的构成 

紫花苜蓿测土施肥程序包括土壤采样、土壤养分含量测定、确定目标产量、确定养分当季利用

率、确定养分施用量、确定施肥时期和确定施肥方法等 6 个环节。其中，确定养分施用量环节细分

为土壤有机质丰缺指标和有机肥施用量、土壤氮素丰缺指标和施氮量、土壤有效磷丰缺指标和施磷

量、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施钾量、土壤微量元素丰缺临界值和微肥施用量等 5个部分。 

5 土壤采样技术 

5.1 采样周期 

每 2 年～4 年采集 1 次土壤样品。 

5.2 采样时期 

秋后至开春。或前茬作物收获后，紫花苜蓿播种前。 

5.3 采样单元和采样地块 

5.3.1 依据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特点等，将采样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采样单元。 

5.3.2 每个采样单元的面积 1 公顷～35 公顷。 

5.3.3 采样地块应为每个采样单元相对中心位置的典型地块。 

5.3.4 采样地块面积 0.1公顷～1公顷。 

5.3.5 每个采样单元采集 1 个混合土样。 

5.4 采样路线、采样点位和采样点数 

5.4.1 按照随机、等量和多点混合的原则进行采样。 

5.4.2 采样路线首选 S 形，亦可采用梅花形。 

5.4.3 采样点位应避开路边、田埂、沟边、肥堆等特殊部位。 

5.4.4 采样点数 15 个～20 个，分别采集土样后，再合成 1 个混合土样。 

5.4.5 若前茬为垄作，则位于垄沟、垄台的采样点数量，应依据垄沟、垄台的面积比例确定。 

5.5 采样工具和使用方法 

5.5.1 采样工具首选土钻等专用取样器，亦可采用取土铲。 

5.5.2 采用专用取样器取土时，取样器应垂直于地面入土。 

5.5.3 采用取土铲取土时，应先铲出一个耕层断面，再平行于断面取土。 

5.6 采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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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表开始 0 cm～20 cm。 

5.7 样品重量 

5.7.1 每个采样单元合成的混合土样重量为 1 kg～2 kg。 

5.7.2 若小于 1 kg，继续采集土样。 

5.7.3 若大于 2 kg，采用四分法去掉部分多余土样。具体方法为，将采集的土壤样品放在盘子里或

塑料布上，弄碎、混匀，铺成正方形；划对角线，将土样分成 4 份；把对角 2 份合并成 1 份土样；

将合并所得 2 份土样，弃去 1 份，保留 1 份。如果所得样品依然过多，可再用四分法处理，直至达

到所需数量为止。 

5.8 样品记录和样品保管 

5.8.1 每个混合土样做双份采集信息记录，样品袋内外各附 1个样品标签。 

5.8.2 样品须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 

6 土壤养分含量测定 

6.1 土壤有机质 

按 NY/T 1121.6 的规定执行。 

6.2 土壤全氮 

按 NY/T 1121.24的规定执行。 

6.3 土壤碱解性氮 

按 LY/T 1229的规定执行。 

6.4 土壤有效磷 

按 NY/T 1121.7规定执行。 

6.5 土壤速效钾 

按 NY/T 889规定执行。 

6.6 土壤有效铜、锌、铁、锰 

按 NY/T 890规定执行。 

6.7 土壤有效硼 

按 NY/T 1121.8 规定执行。 

6.8 土壤有效钼 

按 NY/T 1121.9规定执行。 

7 确定目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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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紫花苜蓿目标产量差别巨大，应依据当地气候、土壤、栽培管理水平等条件，合理确

定目标产量。如半干旱地区雨养条件下，干草单产 7.5 t/hm
2
以下；半湿润地区雨养条件下，干草

单产一般为 7.5 t/hm
2
～18 t/hm

2
；寒温带或高寒地区灌溉条件下，干草单产 10.5 t/hm

2
以下；中温

带灌溉条件下，干草单产一般为 10.5 t/hm
2
～20 t/hm

2
；暖温带灌溉条件下，干草单产一般为 20 

t/hm
2
～27 t/hm

2
。 

8 确定养分当季利用率 

应依据当地施肥方法、施肥次数、选用肥料、技术水平等状况，合理确定氮、磷、钾养分当季

利用率。亦可参考表 1确定氮、磷、钾养分当季利用率。 

表 1 紫花苜蓿草地氮磷钾养分当季利用率    % 

水肥管理模式 氮 磷 钾 施肥次数，次/年 氮 磷 钾 

旱作雨养 ≤30 ≤15 ≤40 1  ≤30 ≤15 ≤40 

地面灌溉 30～40 15～20 40～50 2 30～40 15～20 40～50 

地面灌溉+水肥一体化 35～45 20～25 45～55 3 35～45 20～25 45～55 

喷灌+水肥一体化 40～50 25～35 50～60 4 40～50 25～35 50～60 

滴灌+水肥一体化 ≥50 ≥35 ≥60 ≥5 ≥50 ≥35 ≥60 

9 土壤有机质丰缺指标和有机肥施用量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有机质丰缺指标和有机肥施用量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有机质丰缺指标和有机肥施用量 

丰缺级别 极缺 缺乏 中等 丰富  极丰富 

有机质含量，g/kg ＜5 5～10 10～15 15～25 ＞25 

有机肥施用量，t/hm
2
 ＞75 45～75 15～45 0～15 0 

注：有机肥应符合 NY/T 525标准要求。 

10 土壤氮素丰缺指标和施氮量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氮素丰缺指标和施氮量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氮素丰缺指标和施氮量 

丰缺级别 4 3 2 1 

缺氮处理相对产量，% ＜80 80～90 90～100 ≥100 

不施氮肥减产比例，% ≥20 10～20 0～10 0 

土壤碱解氮含量，mg/kg ＜30 30～50 50～80 ≥80 

土壤全氮含量，g/kg ＜0.4 0.4～0.8 0.8～1.5 ≥1.5 

土壤有机质含量，g/kg ＜5 5～10 10～20 ≥20 

干草目标产量 

t/hm
2
 

氮肥当季利用率 

% 

推荐施氮量 

N, kg/(hm
2
·y) 

6.0 50 ≥108 72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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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20 80 40 0 

40 ≥135 90 45 0 

35 ≥154 103 51 0 

30 ≥180 120 60 0 

7.5 

50 ≥135 90 45 0 

45 ≥150 100 50 0 

40 ≥169 113 56 0 

35 ≥193 129 64 0 

30 ≥225 150 75 0 

9.0 

50 ≥162 108 54 0 

45 ≥180 120 60 0 

40 ≥203 135 68 0 

35 ≥231 154 77 0 

30 ≥270 180 90 0 

10.5 

50 ≥189 126 63 0 

45 ≥210 140 70 0 

40 ≥236 158 79 0 

35 ≥270 180 90 0 

30 ≥315 210 105 0 

12.0 

50 ≥216 144 72 0 

45 ≥240 160 80 0 

40 ≥270 180 90 0 

35 ≥309 206 103 0 

30 ≥360 240 120 0 

13.5 

50 ≥243 162 81 0 

45 ≥270 180 90 0 

40 ≥304 203 101 0 

35 ≥347 231 116 0 

30 ≥405 270 135 0 

15.0 

50 ≥270 180 90 0 

45 ≥300 200 100 0 

40 ≥338 225 113 0 

35 ≥386 257 129 0 

30 ≥450 300 150 0 

16.5 

50 ≥297 198 99 0 

45 ≥330 220 110 0 

40 ≥371 248 124 0 

35 ≥424 283 141 0 

30 ≥495 330 165 0 

18.0 50 ≥324 216 108 0 



T/CAAA xxx-2022 

8 

 

45 ≥360 240 120 0 

40 ≥405 270 135 0 

35 ≥463 309 154 0 

30 ≥540 360 180 0 

19.5 

50 ≥351 234 117 0 

45 ≥390 260 130 0 

40 ≥439 293 146 0 

35 ≥501 334 167 0 

30 ≥585 390 195 0 

21.0 

50 ≥378 252 126 0 

45 ≥420 280 140 0 

40 ≥473 315 158 0 

35 ≥540 360 180 0 

30 ≥630 420 210 0 

22.5 

50 ≥405 270 135 0 

45 ≥450 300 150 0 

40 ≥506 338 169 0 

35 ≥579 386 193 0 

30 ≥675 450 225 0 

24.0 

50 ≥432 288 144 0 

45 ≥480 320 160 0 

40 ≥540 360 180 0 

35 ≥617 411 206 0 

30 ≥720 480 240 0 

25.5 

50 ≥459 306 153 0 

45 ≥510 340 170 0 

40 ≥574 383 191 0 

35 ≥656 437 219 0 

30 ≥765 510 255 0 

27.0 

50 ≥486 324 162 0 

45 ≥540 360 180 0 

40 ≥608 405 203 0 

35 ≥694 463 231 0 

30 ≥810 540 270 0 

 

11 土壤有效磷丰缺指标和施磷量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有效磷丰缺指标和施磷量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有效磷丰缺指标和施磷量 

丰缺级别 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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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磷处理相对产量，% ＜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100 

不施磷肥减产比例，% ≥80 70～80 60～70 50～60 40～50 30～40 20～30 10～20 0～10 0 

土壤有效磷含量，mg/kg ＜

0.15 

0.15～

0.3 

0.3～

0.6 

0.6～

1.2 
1.2～2.5 2.5～5 5～10 10～20 20～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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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35 ≥255 226 198 170 141 113 85 57 28 0 

30 ≥297 264 231 198 165 132 99 66 33 0 

25 ≥356 317 277 238 198 158 119 79 40 0 

20 ≥446 396 347 297 248 198 149 99 50 0 

15 ≥594 528 462 396 330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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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施钾量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施钾量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施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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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46 164 82 0 

50 ≥270 180 90 0 

45 ≥300 200 100 0 

40 ≥338 225 113 0 

16.5 

60 ≥248 165 83 0 

55 ≥270 180 90 0 

50 ≥297 198 99 0 

45 ≥330 220 110 0 

40 ≥371 248 124 0 

18.0 

60 ≥270 180 90 0 

55 ≥295 196 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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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442 295 147 0 

50 ≥486 324 162 0 

45 ≥540 360 180 0 

40 ≥608 405 203 0 

 

13 土壤微量元素丰缺临界值和微肥施用量 

紫花苜蓿草地土壤微量元素丰缺临界值和微肥施用量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 6 紫花苜蓿土壤微量元素丰缺临界值和微肥施用量 

元素 临界值 

mg/kg 

肥料 4年施肥量 

kg/hm
2
 

硼 1.0 硼砂 7～15 

锌 1.0 七水硫酸锌 15～30 

铁 4.5 硫酸亚铁 30～60 

锰 3.0 硫酸锰 15～30 

铜 0.2 硫酸铜 7～30 

钼 0.15 钼酸铵 0.5～1.0 

14 施肥时期 

14.1 氮肥 

14.1.1 播种前、播种时或播种后至幼苗期，施氮 1次～2次。 

14.1.2 每年春季返青期、每茬再生初期，各施 1次。秋末再生期不可施氮。 

14.2 磷肥和钾肥 

14.2.1 播种前、播种时或播种后至幼苗期，施用磷肥和钾肥 1次～2次。 

14.2.2 若采用水肥一体化施肥，每年春季返青期、每茬再生初期、秋末再生初期，各施 1次。 

14.2.3 若每年追施 1次，则应于秋末再生初期施用。 

14.2.4 若每年追施 2次，则应于春季返青期和秋末再生初期施用。 

14.3 微量元素肥料 

14.3.1 播种前，以底肥形式，施入微量元素 1次。 

14.3.2 亦可每年于任意一茬的再生初期追施 1次。 

15 施肥方法 

15.1 尽量采用水肥一体化施肥。 

15.2 若未采用水肥一体化，则应重施底肥；追肥采取地表撒施或开沟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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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常见氮肥含氮量及 N-氮肥转换系数 

氮肥 含氮量 N-氮肥转换系数 氮肥 含氮量 N-氮肥转换系数 

尿素 46% 2.2 硫酸铵 20% 5 

硝酸铵 33% 3 碳酸氢铵 17% 5.9 

氯化铵 25% 4 氨水 14% 7 

附表 2 常见磷肥含磷量及 P2O5-磷肥转换系数 

磷肥 含磷量 P2O5-磷肥转换系数 磷肥 含磷量 P2O5-磷肥转换系数 

过磷酸钙（普钙） 12%~20% 5~8 重过磷酸钙（重钙） 33%~50% 2~3 

钙镁磷肥 14%~20% 5~7 脱氟磷肥 14%~20% 5~7 

沉淀磷肥 25%~40% 2.5~4 钢渣磷肥 8%~14% 7~13 

磷矿粉 5%~10% 10~20 骨粉 25%~50% 

钢渣磷肥 12%~20% 5~8 NN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