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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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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玉溪师范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帅兵、史应仙、岳志强、曾维庆、郭晋、李丹丹、黄四华、鲁黎、叶长兵、李兰、

彭淑娴、方一如、徐荣、王爱萍、孙浏、李会容、赵吉霞、王震、杨林、甘晓、金永康、孔赛莲、罗云

耀、万惠芬、刘奎、刘伟、方成刚、李会华、陶润、李茂斌、李晓霜、李裕江、杨艳、施丽梅、马艳敏、

杜近松、邓金华、杨森、吴国斌、张诚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本文件包含附录A、B、C、D为资料性附录。 

 



DB 5304/T 092—2024 

1 

  
玉溪山地丘陵区农田氮磷流失监测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玉溪市山地丘陵区农田径流氮磷流失监测的监测小区设置、采样、监测、质量控制、

计算、记录、报告编写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玉溪市山地丘陵区农田以地表径流途径流失的氮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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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7172-87  土壤 含水量重量法测定； 

GB/T 7480  水样硝态氮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测定； 

GB 8937-88  土壤全磷 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GB 9834-88  土壤有机质 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 

GB 11893-89  水样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 

GB 17378.4/36.1  水样铵态 氮靛酚蓝法或连续流动注射仪法测定； 

GB/T 32737  土壤硝态氮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NY/T 87  土壤全钾 氢氧化钠熔融-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范； 

HJ 636  土壤可溶性总氮、水样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HJ 670  水质可溶性总磷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 

HJ 828  COD 采用重铬酸盐法测定； 

NY/T 1121.4  土壤容重 环刀法测定； 

NY/T 1121.7  土壤可溶性磷酸盐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NY/T 1121.24  土壤全氮 凯氏法测定； 

NY/T 1377  pH测定 电位法； 

NY/T 1849、NY/T 1848  土壤铵态氮 联合浸提-比色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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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2419  植株全氮 自动定氮仪法测定； 

NY/T 2420  植株全钾 火焰光度计法测定； 

NY/T 2421  植株全磷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山地丘陵区 

指玉溪市内地势高度和坡度（5°~25°）较大的山地和丘陵，由矿物质和有机质丰富的土壤组成，能

进行开展农业生产的耕地区域。 

 3.2 

农田地表径流 

农田中在降水、灌溉过程中被土壤或地被植物吸收及空气中蒸发后流出的水。 

 3.3 

农田地表氮磷流失 

农田中各形态氮、磷借助地表径流流出农田并向地表水体径向迁移的过程。 

 3.4 

氮磷流失量 

一个监测周期内，单位面积通过地表径流流出农田的氮、磷总量。 

 3.5 

监测小区 

为监测农田径流氮磷流失而设置，具有固定边界和面积并按特定施肥、耕作等措施进行管理的种植

小区。 

 3.6 

径流池 

监测小区末端用于收集小区径流并且具有防雨、防渗功能的固定径流收集设施。 

 3.7 

常规种植模式 

指完全参照当地生产习惯开展的耕作、施肥、灌溉、秸秆覆盖或还田等各项农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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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综合优化因子模式 

指对影响种植业源氮磷流失的各类农艺措施如施肥、耕作、灌溉、秸秆覆盖或还田等农艺措施进行

综合优化。 

 3.9 

主因子优化模式 

指特定分区、特定种植模式下，对影响种植业源氮磷流失的关键因子进行优化设计。 

4 监测小区设置 

监测小区选点和布点原则 4.1 

4.1.1 选点原则 

监测小区选点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a) 代表性：监测地块的土壤类型、地块坡度、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栽培模式、灌排方式等山

地丘陵区中要有一定代表性，地块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水平能够代表所在区域的正常水平； 

b) 抗干扰性：监测地块尽可能选择在地形开阔的地方，远离村庄、建筑、道路、河流、主干沟

渠； 

c) 可操作性：监测点的选择要兼顾交通、工程建设和监测设施维护； 

d) 安全性：为确保不受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纠纷，监测点需布设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 

4.1.2 布点原则 

监测小区布点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a) 典型代表：综合考虑各类种植模式的分布区域，优先将监测点布置在主要类型土壤和主要种

植作物类型区域； 

b) 突出重点：重点监测种植面积大、化肥用量高、氮磷流失风险突出的种植模式。 

监测小区 4.2 

监测小区垂直投影面积为36m2，长9m，宽4m，设常规种植模式、综合优化因子模式、主因子优化模

式3个模式和一个空白区，每个模式3个重复，随机区组排列。监测小区地面坡度根据流域内实际情况确

定。监测地块四周设作业道路和保护行，保护行保护行宽度≥3 m，保护行种植作物及栽培措施与监测

小区保持一致。监测小区顺坡单行排列，如图 1 、2所示。四周以田埂分隔，田埂地面以下深 30 cm～

40 cm，地面以上高20 cm。田埂采用砖砌或混凝土浇筑，水泥砂浆抹面。 

各个监测小区面积、形状、规格、坡向应完全相同，每个监测小区均配有一个单独的田间径流池，

用于收集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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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地丘陵区地表径流监测小区排列示意图 

 

图2 山地丘陵区地表径流监测小区排列示意图 

径流收集池 4.3 

每个监测小区均对应一个径流收集池，用于收集该监测小区地表径流。根据监测田块的条件，水田

地表径流收集池位于监测小区的同一侧。 

4.3.1 径流收集池容积 

各个监测点应根据监测小区的面积、当地 20 年一遇 1 小时最大暴雨量来确定径流收集池的大小，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流，只收集一部分径流，最后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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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𝑉 = 𝑃20 × 𝑆 × 𝐹 × 10−3 ··············· (1) 

式中： 

V---径流收集装置的设计有效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P20 ----20 年一遇 1 小时最大暴雨量.单位为毫米(mm); 

S----径流监测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F----径流系数(径流系数旱地推荐以 0.65、水田以 0.81 进行计算;或者根据当地同类型农田的最大径

流系数进行计算)。 

径流收集池的长、宽、深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径流池地面以下池深为 100 cm，径

流池地上部分高度与监测小区田埂持平，即高出地面 20 cm。每个径流收集池长度等于小区的宽度（图

3），径流收集池内部宽度一般为 100 cm。 

 

图3 山地丘陵区农田径流池纵剖面（与坡向垂直）示意图 

4.3.2 径流收集池建设要求 

径流池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不漏水、不渗水、有效收集监测小区内的径流排水。池壁采用砖砌体，池

底用混凝土浇筑，厚度为 25 cm，内外壁两侧、池底涂抹防水砂浆。具体要求如下： 

—— 池底都采用混凝土浇筑时，要求使用细石混凝土，并添加防水剂，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抗

渗性，必要时增加池底厚度，径流池底粉砂浆时，向池底中间排水凹型汇水槽（排水凹槽）

找坡度 2%（图 4），便于池底部水向排水凹槽汇集，便于排水； 

—— 池壁采用砖砌时，严格控制砖及水泥质量，抗渗、强度达到设计要求，砖砌筑时，砂浆要饱

满，砖墙与混凝土接触面混凝土底板要经过凿毛处理，内外面均做防渗处理。 

250mm 1000mm 250mm

田面

5%

防水砂浆防护层

混泥土垫层

盖板

砖砌体池壁排水管阀门

PPR管100mm
200mm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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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山地丘陵区农田径流池剖面（顺坡方向）示意图 

4.3.3 排水凹槽及配套排水管阀 

径流池底部中间沿顺坡方向，设置一条坡度为 2%的排水凹型汇水槽，规格为 10 cm×10 cm；同时，

在径流池外侧（下坡）墙壁，对应排水凹槽位置，埋设直径为 10 cm 带阀门的 PPR 管，连通排水凹型

槽， 见图 4 和图 5。 

4.3.4 使用与维护 

监测小区的日常管理要求如下：  

a) 每个监测小区及相对应的径流收集池均需注明标记，明确编号，避免样品混淆； 

b) 定期检查监测设施，确保所有监测小区田埂、田间径流池和防水盖板没有破损、不漏水、不

渗水，径流收集管口高度一致； 

c) 确保及时采集径流水样并清洗干净径流池，并随时检查径流收集管不被泥沙及杂物堵塞，影

响径流水的收集。 

收集管 4.4 

按耕作方式不同，将监测地块分为平作、横坡垄作和顺坡垄作 3 种方式。平作和顺坡垄作时，径流

收集管由集流槽和直径 5 cm～10 cm 的 PPR 径流管组成；横坡垄作时，利用垄沟和直径 5 cm～10 cm

的 PPR 径流管收集地表径流。 

4.4.1 平作 

小区最下方、沿径流池壁方向用混凝土浇筑一条长与小区宽度相同，宽 10 cm、深 5 cm（即低于地

面 5cm）的集流槽，集流槽在宽度方向上向径流池壁方向建成 5%的坡度。PPR 径流管设在径流池中心

位置，横穿单侧径流池墙体，其下侧紧贴集流槽表面，管口内壁略高于集流槽表面 0.5cm，管口处安装

过滤网（图 5）。 

200~250

5%

2% 2%

10
0

防水砂浆防护层

混泥土垫层

盖板

砖砌体池壁

径流池 径流池

PPR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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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山地丘陵区农田平作条件下径流收集管示意图 

4.4.2 横坡垄作 

小区最下方紧临径流池壁为垄沟，在径流池中心、垄沟底部向下挖长、宽均为 15 cm、深 6 cm 的

方形坑，坑底部安装直径为 5 cm～10 cm 的直角弯管，其水平管部分横穿单侧径流池墙体，露出接头， 

连接垂直管（垂直管口的高度最低与垄沟底部持平，并可根据需要向上调节），管口处安装过滤网(图

6)。 

 

图6  山地丘陵区农田横坡垄作条件下径流收集管示意图 

4.4.3 顺坡垄作 

集流槽长、宽同平作，深度与垄沟底部持平，径流管安装同横坡垄作（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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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山地丘陵区农田顺坡垄作条件下径流收集管示意图 

 

4.4.4 径流收集池盖板 

为保证人员安全，阻挡降雨，防止蛇、蛙等小动物进入径流收集池，每个径流池均应设置硬质盖板，

盖板向没有监测小区（图8）的一侧保持5°倾斜，将盖板上的雨水排出。 

 

图8 径流池硬质盖板示意图 

5 采样 

在监测周期内，按照以下要求完成水样、泥沙、土样、作物样的采集，并根据《样品标签》（附录

D）的要求，最好采样记录。 

径流采样 5.1 

5.1.1 地表径流计量 

用硬质标杆尺(最小刻度为 mm)或者在径流池池壁上标记刻度标，测量径流池内水深。每个径流池

配备一个 50 L~100 L 的敞口塑料桶，便于收集地表径流较少时的径流。每次产流均单独计量、采样。

每次产流后，准确测量田间径流池内水面高度(精确至 mm)，计算径流水体积，记录至附录 A 表格。计

5%

盖板

PPR排水管

50mm 250mm

径流池

管口高度

上下可调节
垄顶

5%

雨水导流槽 盖板

监测小区 监测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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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如下： 

𝑉𝑖 = (𝐻𝑖 × 𝑆1 +𝐻2 × 𝑆2) × 1000 

式中，Vi为监测小区第 i 次地表径流量(L)；Hi为第 i 次产流后的径流池水面高度(m)； S1 为径流

池底面积(m
2
)； H2 为径流池排水凹槽深度(m)； S2 为径流池排水凹槽底面积(m

2
)。 

5.1.2 径流水样采集 

径流水采集要求如下： 

a) 记录完径流量后采集径流水样。每个径流池每次采集 2个混合样品。样品瓶采用 500 mL以上

聚乙烯材质，采样前贴好用铅笔标明样品编号的标签。标签式样参见 NY/T396 中水样品标签

式样; 

b) 采样前，用洁净工具充分搅匀径流水，然后用取样瓶在径流池的不同部位、不同深度多点采

样(至少 7 点)，将多点采集的水样，置于清洁的聚乙烯塑料容器中，将水样充分混匀，取水

样分装到已经准备好的 2个样品瓶中; 

c) 采集到的 2份水样，1 份用于分析测试，另 1份备用。 

5.1.3 泥沙采样 

将径流收集池内池底泥沙全部搅匀，取样测试径流含沙量。视降雨产沙情况收集池底泥沙样品500g±50g，

风干后装入样品袋并做好记录。 

5.1.4 径流池清洗、备用 

取完水样后，拧开每个径流池底排水凹槽处的排水阀门，排空池内径流水，抽排过程中，边排边洗，

将径流池清洗干净。 

5.1.5 样品保存  

样品的保存条件、可保存时间按NY/T 396方法进行，保存方法及保存剂用量按照HJ 493方法进行。 

降水 5.2 

降水采集和保存要求如下： 

a) 24 小时降水量超过 5 mm 时，必须单独采集降水水样。测量降水量后，摇匀量雨器内降水，

将降水分装到 2 个样品瓶(样品瓶提前写好编号和采样日期)中，水量充足时，保证每瓶水样不

少于 500ml，其中一个供分析测试，另一个备用。样品采集后，立即送检或冰冻保存； 

b) 24 小时降水量小于 5 mm 时，测量水量后，收集保存水样，将全年所有的小于 5 mm 降水量水

样，混合成一个水样，进行测试分析； 

c) 每次取样完成后，将量雨器用蒸馏水冲洗干净后放到原位。采集样品时，注意检查量雨器内

是否有异物(动植物残体等)并在记录本上注明。 

灌溉水 5.3 

旱田需要在每次灌水时采集灌水水样，在一次灌水过程中分3-5次在进入试验田的水口取水，倒入水桶

中，摇匀后，采集两瓶水样，每瓶500ml，样品采集后及时送检或冰冻保存。 

土壤样品 5.4 

秋季作物收获后(一般在9月-11月)，采集小区耕作层0 cm -20 cm 土壤样品2份，每份1 kg。 对于新建监

测点，监测设施建设期间采集耕作层0 cm -20cm基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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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样品 5.5 

按经济产量部分(如籽实)和废弃物部分(如茎叶)分别采集、制备植物样品。 

5.5.1 经济产量部分 

记载每个小区经济产量，不少于5个点混合采集、制备籽实样品，烘干样品重量不少于0.5 kg (蔬菜类样

品不少于0.1 kg)。对于多次采收的作物( 如黄瓜、番茄等)，每次采摘后均应记录产量;在盛果期连续采集3

次样品，分别制样，最后混合为一个样品。 

5.5.2 废弃物部分 

记载每个小区废弃物（一般为作物秸秆，块根、块茎类作物为叶片等）产量，多点混合采集、制备废

弃物样品，烘干样品重量不少于0.5 kg (蔬菜类样品不少于0.1 kg)。 在记录时，一定要记录是鲜重还是干重。 

6 监测 

周期 6.1 

以一年为一个监测周期，不仅包括作物生长阶段，也包括农田非种植时段。1个监测周期从第1季作物

播种前翻耕开始，到下一年度同一时间段为止。 

监测指标 6.2 

6.2.1 土壤、泥沙 

在一个监测周年结束最后1季作物收获时取土壤样品（地表径流点土壤采集深度为耕作层0 cm ~20 cm，

每块田不少于5个采样点），土壤的测试指标包括含水率、硝氮、氨氮、有机质、全氮、总磷、全钾、速效

磷、有效钾、pH。新建监测点需要测试分层次土壤容重。 

6.2.2 植株 

植株的监测指标包括籽粒和秸秆的产量、含水率（籽粒和秸秆分开测定）、全氮、全磷、全钾含量。 

6.2.3 水样 

水样监测指标包括径流/降雨/灌溉样品的水量、总氮、铵态氮、硝态氮、可溶性总氮、COD、总磷和可

溶性总磷、pH。 

检测方法 6.3 

6.3.1 土壤、泥沙 

土壤、泥沙各指标检测方法如下： 

a) 含水量：采用重量法，按照 GB 7172-87规定的方法测定； 

b) pH：采用电位法，按照 NY/T1377-2007规定的方法测定； 

c) 容重：采用环刀法，按照 NY/T 1121.4-2006规定的方法测定； 

d) 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按照 GB 9834-88规定的方法测定； 

e) 全氮：采用凯氏法，按照 NY/T 1121.24-2012规定的方法测定； 

f) 全磷：采用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按照 GB8937-88规定的方法测定； 

g) 全钾：采用氢氧化钠熔融-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按照 NY/T 87-1988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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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可溶性总磷：采用过硫酸钾氧化-钼蓝比色法，按照 GB11893-89规定的方法测定； 

i) 可溶性磷酸盐：采用 0.5mol/L Na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按照 NY/T1121.7-2014 规定的方

法测定； 

j) 可溶性总氮：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按照 HJ 636-2012规定的方法测定； 

k) 硝态氮：采用流动分析法，按照 DB22/T 2270-2015规定的方法测定； 

l) 铵态氮：采用测定联合浸提-比色法，按照 NY/T 1848-2010和 NY/T 1849-2010规定的方法测

定。 

6.3.2 植株 

植株各指标检测方法如下： 

a)   全氮：采用自动定氮仪法，按照NY/T2419-2013规定的方法测定； 

b)   全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按照NY/T2421-2013规定的方法测定； 

c)   全钾：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按照NY/T2420-2013规定的方法测定。 

6.3.3 水样 

水样各指标检测方法如下： 

a) 总氮： 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按照 HJ636-2012规定的方法测定； 

b) 总磷： 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或连续流动法，按照 GB11893-89、HJ670-2013 规定的方法测

定； 

c) 铵态氮： 采用靛酚蓝法或连续流动注射仪法，按照 GB17378.4/36.1-2007、HJ667-2013规定

的方法测定； 

d) 硝态氮： 采用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按照 GB/T7480-1987规定的方法测定； 

e) 可溶性总磷： 采用过硫酸钾氧化-钼蓝比色法或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按照

GB11893-89、HJ670-2013规定的方法测定。 

7 质量控制 

为实时掌握监测点的降水、产流、作物种植情况，要通过调查人员选聘、分工和责任落实工作，对原

位监测的监测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检查，保证监测点样品采集和测试数据的质量。 

田间监测质量控制 7.1 

每次观测记录时，检查各小区的地表径流是否基本一致，认真检查监测设备是否完好，田间径流池是

否漏水、渗水，所有小区径流收集管的高度是否一致。 

现场检查 7.2 

为了保证原位监测的质量，要求项目所在县(市、区)对原位监测点的监测设施、监测人员、监测记录等

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原位监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统一技术规范 7.3 

监测设施建设、样品采样及检测均按照本标准的6、7统一进行，采样仪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

要求。 

实验室内分析测试质量控制 7.4 

https://www.antpedia.com/standard/6174162.html
https://www.antpedia.com/standard/6174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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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分析测试项目的质量控制土壤参见NY/T 395-2012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水样参

见NY/T 396-2000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 

逐级审核体系 7.5 

建立市、县、实验室三级审核体系，对采样、农事记录和监测数据质量实行分级负责，发现问题及时

反馈修正。 

8 计算 

次降雨的泥沙量 8.1 

 =
  

𝑉 
× 103 +  1 

式中： 

B--泥沙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ms--干泥沙质量，单位为克(g)； 

Vs--水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b1—径流收集池底部和集流槽中的泥沙干质量，单位为克(g)； 

次降雨的径流量 8.2 

 =
𝑆 ×  

 
×  × 104 

式中： 

M--每公顷农田的地表径流发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m
3
/hm

2
) ； 

s--径流收集装置的底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h--径流收集装置中径流水深度，单位为米(m)； 

a--径流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 

n--分流管数，单位为个(若未用分流装置，n=1)。 

次降雨的土壤流失量 8.3 

 =
 ×  

 
×  ×  × 104 

式中： 

F--每公顷农田土壤流失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 

s--径流收集装置的底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h--径流收集装置中径流水深度，单位为米(m)； 

a--径流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n--分流管数，单位为个(若未用分流装置，n=1)； 

b--径流样中泥沙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氮磷流失量计算 8.4 

监测周期内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𝐅 = ∑
𝑉𝑖×𝐶𝑖

𝑆

 
𝑖=1 × 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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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表示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量（kg/hm
2）；n 表示监测周期内的农田产流次数；Vi 表示第 

i 次产流的水量（L）；Ci 表示第 i 次产流的氮、磷浓度（mg/L）；S 为监测单元的面积（m
2），地表径

流监测单元的面积即为监测小区的面积（m
2）；f 是转换系数，由监测单元氮磷流失量（mg/ m

2）转换

为每公顷氮磷流失量（kg/hm
2）时的换算系数，具体数值根据监测单元面积而定。 

次降雨的径流氮磷排放量 8.5 

 =
 ×  

 
×  × ( +  ×  ) × 10 

式中： 

R--次降雨的径流氮磷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 

s--径流收集装置的底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h--径流收集装置中径流水深度，单位为米(m)； 

a--径流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n--分流管数，单位为个(若未用分流装置，n=1)； 

ρ--径流水样中氮磷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ꙍ--径流泥沙样中氮磷质量分数，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b--径流样中泥沙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累积径流氮磷排放量计算 8.6 

以一个监测周期进行径流氮磷累计排放量的计算，监测周期根据目的可按时间长度如月、季、年等

进行划分，也可按照作物生长季和生长周期进行划分。 

 = ∑
 ×  

 

 

𝑖 1

×  × ( +  ×  ) × 10 

式中： 

P--一个监测周期内的累计径流氮磷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 

m--一个监测周期内的产流次数； 

i--一个监测周期内第1、2、…、m次降雨产流； 

s--径流收集装置的底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h--径流收集装置中径流水深度，单位为米(m)； 

a--径流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n--分流管数，单位为个(若未用分流装置，n=1)； 

ρ--径流水样中污氮磷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ꙍ--径流泥沙样中氮磷质量分数，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b--径流样中泥沙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9 记录 

《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由各监测点田间试验具体操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承担单位业务

责任人进行数据审核。各市级指定技术支撑单位进行复核后，并对纸质文本存档管理。（详见附录 A、

C）。 

10 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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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个监测周期的监测工作后，按照《监测报告样式示例》（附录B）的要求，根据监测过程中

收集的各种监测、记录等数据，编制《玉溪山地丘陵区农田氮磷流失监测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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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 

表A.1 ：田间试验观察记录本封面 

地块编码 

:  

监测年度 

:  

本年度监测起止时间 

:  

承担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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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地块信息表 

地

块 

基

本 

信

息 

1. 地 块

编码
*
 

 

2. 地

块 地

址 

 3.农户姓名  4.农户电话  

5. 负 责

人姓名 
 

6. 负

责 人

电话 

 7.负责人 Email  

8. 联 系

人姓名 
 

9. 联

系 人

电话 

 10.联系人 Email  

试

验 

情

况 

基

本 

信

息 

11. 经

度 
 

12.纬

度 
 13.海拔  

14.种植模式

分区 
 

15. 地

貌类型 
 

16.地

形 
 

17. 是 否

梯田 
 

18. 最高地

下水位(m) 
 

19. 种

植模式 
 

20.种

植 方

式 

 21.坡向  22.坡度(°)  

23. 土

壤质地 
 

24.土

壤 类

型 

 
25. 地 方

土名 
 26.肥力水平  

27. 有

无 障 碍

层 

 

28. 

障 碍

层 类

型 

 

29. 障碍

层 深 度

(cm) 

 
30. 障碍层

厚度(cm) 
 

31. 监

测 小 区

面 积

（m
2
） 

 32.监测小区长(cm)  
33.监测小区宽

(cm) 
 

34.田间径流

池 内 侧 长

(cm) 

 

35.田间径流

池 内 侧 宽

(cm) 

 
36.田间径流池

内侧深(cm) 
 

37.田间渗滤池监

测面积(m
2
) 

 38.淋溶液收集桶埋深(cm)  

 

 

 

 

表A.3 土壤剖面描述表 

1.发生

层次 

2.土层

厚度 
3.土壤

颜色 

4.土壤

结构 

5.新生体 6.坚实

度 

7.根系

类型 

8.动物

穴 

9.石灰

反应 
(cm) 类别 形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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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种植记录表 

1.小区编

码
*
 

2.种植季 
3.作物名

称 

4.作物品

种 

5.种植方

式 

6.种植日

期 

7.收获日

期 

4.产量 

(公斤

/667m
2
) 

        

        

        

        

        

        

        

        

        

        

        

        

        

        

        

        

        

        

        

 

 

 

表A.5 灌溉水和秸秆记录 

1.小

区编

码 

2.种植季 
3.是

否 

4.灌

溉 

5. 灌

水量 

灌溉

时间 

6. 

是否

秸秆 

7.还

田秸

秆名

8. 

秸秆

还田

9. 秸秆还

田 

10. 

秸秆

还 

还田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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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 方式 (mm) 还田 

称 方式 
量

(kg/667m
2
) 

田比

例

(%) 

            

            

            

            

            

            

            

            

            

            

            

            

            

 

表A.6 种植记录表 

1. 小区编码 

2. 

种

植

季 

化肥施用量（折纯，

kg/667m
2
） 

6.

有

机

肥 

7.有机

肥 

8. 有机肥施

用量 

有机肥施用量（折

纯，kg/667m
2
） 

施

肥

时

间 

3. N 
4. 

P2O5 

5. 

K2O 

种

类 

含水率

（%） 

（实物，

kg/667m
2
） 

9. N 
10. 

P2O5 

11. 

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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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植株样品记录表 

1.植株样品编码
*
 小区编码 

5.植株样品鲜重 

(g) 

6.植株样品烘干重

(g) 
7.取样日期 

     

     

     

     

     

     

     

 

表A.8 降水/灌溉水样品表 

 

1.灌溉/降水水样编码 
小区编

码 
2.灌溉/降水日期 

3.水量 

(mm) 
4.生育时期 

5.是

否产

流 

6.取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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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 小区产流记载表及水样品记录表 

 

1.产流样品编码* 小区编码 2.种植季 
3.产流量 

(L/监测单元) 
4.产流日期 

     

     

     

     

     

     

     

     

     

     

 

表A.10 基础土壤样品表 

1.基础土壤样品编码* 小区编码 
2.样品鲜重 

(g) 

3.样品风干重 

(g) 
4.采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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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 监测期土壤样品表 

1.监测期土壤样品编码 
小区编码 2.样品鲜重 

(g) 

3.样品风干重 

(g) 
4.采样日期 

     

 
   

 

 
   

 

 
   

 

 
   

 

 
   

 

 
   

 

 
   

 

 
   

 

表A.12 产流及径流液成分记录表 

 

小区编

号 
产流日期 

径流量 

(L) 

径流液测定项目 

全氮（mg kg
-1
） NO3-N（mg kg

-1
） NH4-N（mg kg

-1
） 总磷（mg kg

-1
） 
可溶性总磷（mg 

kg
-1
） 

        

        

        

        

        

填表日期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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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报告样式示例 

B.1 监测背景 

B.1.1 任务来源 

B.1.2 区域基本情况 

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降水、耕地面积、代表性土壤类型、主要作物、种植模式等。 

B.1.3 监测地块基本情况 

B.1.3.1 基本情况 

包括地块具体地点、建成时间、地块面积、监测小区面积等，具体项目见附录 C。 

B.1.3.2 处理设置情况 

各处理所用肥料的种类、养分含量、施肥方法、施肥时期等，具体项目见附录 D。 

B.2 监测内容 

B.2.1 监测项目 

包括降水量、地表径流水量、径流水样中的总氮（TN）、硝态氮（NO3--N）、铵态氮（NH4+-N）， 总磷（TP）、溶解性总

磷（DTP）,具体见附录 A 和附录 E。 

B.2.2 采样 

B.2.2.1 地表径流计量 

B.2.2.2 径流水样采集 

B.2.2.3 径流池清洗、备用 

B.2.3 分析测试 

B.2.4 质量控制 

B.2.4.1 采样过程质量控制 

B.2.4.2 分析测试质量控制 

B.3 地表径流氮磷流失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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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监测点基本情况记录表及填表说明 

C.1 监测点基本情况 

表C.1 监测点基本情况记录表 C.1。 

 

基

本

情 

况 

监测地点 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经度  纬度  

海拔  地力水平  

地形  地块坡度  

耕种方式  是否梯田  

常年施肥量折纯 

（kg hm
-2
） 

有机肥 N  P2O5  K2O  

无机肥 N  P2O5  K2O  

田块面积(m
2
)  监测小区面积(m

2
)  

填表日期 填表人员 

C.2 监测点基本情况记录表填表说明 

C.2.1 经纬度、海拔 

由 GPS 测量仪在监测地块中间定位后读取并准确记录，经纬度以度计，保留 6 位小数，海拔以米计，保留两位小数。 

C.2.2 地力水平 

指在当前管理水平下，由土壤本身特性、自然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水平等要素综合构成的农田生产 能力，填高、中或

低。 

C.2.3 地形 

指监测地块所处的地形，①平地(≤5°)，②缓坡(5°～15°)，③陡坡(≥15°)。 

C.2.4 地块坡度 

指的是监测地块的实际坡度，①平地(≤5°)，②缓坡(5°～15°)，③陡坡(≥15°)。 

C.2.5 耕种方式 

丘陵区农田耕种方式分为平作、横坡垄作和顺坡垄作 3 种方式。 

C.2.6 是否梯田 

指①是，②否。 

DB14/T 203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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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常年施肥量折纯 

填写化肥和有机肥常年平均每公顷施用 N、P2O5、K2O 的纯量。 

C.2.8 田块面积（m
2
） 

指监测地点所在的地块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C.2.9 监测小区面积（m
2
） 

指每个监测小区的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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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样品标签 

表D.1 样品标签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省     市   县（区）    乡（镇）     村 

经纬度（゜）：东经:                   北纬： 

采样

类型 

□水样（名称）：          采样深度：         样品量（ML）: 

□农作物（名称）：        采样部位：         样品量（KG）: 

□土壤（名称）：          采样深度：         样品量（KG）: 

□泥沙：               样品量（KG）: 

采样人员： 记录人员：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