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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三湖"流域坝区农田氮磷流失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玉溪市“三湖”流域农田径流氮磷流失监测的选点和布点原则、监测设置、监测设施

建设、采样、监测、氮磷流失量计算、记录、报告编制、应用等的技术和应用方向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玉溪市“三湖”流域坝区农田以地表径流途径流失氮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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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湖”流域 

 指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湖由分水线所包围的地面集水区。 

    3.2 

 坝区 

指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湖流域坡度小于2°沿湖周边的农田。 

 3.3 

农田地表径流 

农田中在降水、灌水过程中被土壤或地被植物吸收及空气中蒸发后流出的水。 

 3.4 

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 

农田中各形态氮、磷借助农田地表径流流出农田并向地表水体径向迁移的过程 

 3.5 

氮磷流失量 

每年每公顷农田通过地表径流流失的氮、磷总量。 

 3.6 

种植模式 

指在“三湖”坝区南方湿润平原区--露地蔬菜，南方湿润平原区--稻菜轮作等两种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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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综合因子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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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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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监测小区选点、布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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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点 4.1 

按照如下要求进行监测小区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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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排方式等在

“三湖”流域中要有一定代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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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等存在干扰源的区域； 

c) 可操作性：监测地块的选择要兼顾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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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地块需布设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 

布点 4.2 

按照如下要求进行监测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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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监测小区设置 

设置原则： 5.1 

每个原位监测点设常规种植模式、主因子优化模式、综合因子优化模式和空白小区一个，每个模式

3次重复，随机区组成排列。常规种植模式的目的是获取各类种植模式常规生产条件下种植业氮磷流失

系数，主因子模式和综合因子模式的目的是对常规生产模式氮磷流失系数进行校正。 

监测小区设置 5.2 

一种种植模式监测点设 9个小区和一个空白区。小区面积、形状、规格完全相同，面积为 36m
2
，宽

4m，长 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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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径流监测小区及径

流池排列参考图 1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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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表径流监测小区排列示意图 

6 监测设施建设 

监测小区采用田间径流池法。 

建设基本要求 6.1 

为便于施工和田间农事操作，各个监测小区及径流池的排列与田间设计，单行排列（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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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水田地表径流监测设施单行排列示意图 

保护行 6.2 

监测地块四周设保护行（图 1、图 2），保护行宽度≥3m，所种作物及栽培措施与监测小区保持一

致。 

田埂 6.3 

为防止监测小区之间、小区与保护行间相互串水，影响监测效果，监测区域与保护行之间、各监测

小区之间均以田埂分隔。监测区域四周田埂宽度为 24 cm（双砖砌筑）、各监测小区之间的田埂宽度为

12 cm（单砖砌筑）。田埂地面以下部分深度为 30cm～40 cm，地面以上部分高度为 20 cm。田埂采用砖

结构或混凝土浇筑，水泥砂浆抹面。 

径流收集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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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4.1 径流收集池容积 

径流收集装置的有效容积应按当地 20年一遇暴雨产生的最大径流量设计,计算公式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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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 

P20 ----20年一遇暴雨产生的最大径流量.单位为毫米(mm); 

S----径流监测小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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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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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cm。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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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渗处理要求： 

—— 池底采用混凝土浇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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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增加池底及池壁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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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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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便于池底部水向排水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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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汇集，便于排水。

 

图3 水田地表地径流收集池剖面示意图 

6.4.3 排水管及配套管阀 

为快速排空径流收集池内的径流水，在每个径流池底部中间沿径流池串联方向，埋设直径为 10 cm

带阀门的 PPR管（注意阀门安装在靠近抽排池一侧），连通排水管至抽排池。为方便排水管能自流排水，

修建排水管时应尽可能向抽排池方向找坡度 2%（图 3）。 

6.4.4 径流水量计量 

在每个径流池的池壁上配备一个硬质标杆尺（最小刻度为 mm），从底部开始，标上刻度标记，用

来计量径流水的深度。另外，每个径流池需配备一个 50 L 的敞口塑料桶，便于地表径流较少时的径流

收集。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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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的一侧保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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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径流池硬质盖板示意图 

6.4.6 径流收集管 

径流收集管由直径为 5-10 cm的 PPR管和 1个三通管（管口均带盖）连接而成（见图 5）。三通管

垂直管口 A，作物水作时田面存水期间的径流水收集，管口高于田面 5-10 cm（以当地水作作物田田埂

排水口的平均高度为准）；三通管水平管口 B紧贴田面，用于水作作物晒田期、落干期或休闲期和露地

蔬菜种植时径流水收集，三通管水平管口 B前放置拦截网或者公分石，避免泥沙堵塞。在水作作物生长、

田面存水期，用橡胶塞塞紧三通管水平管口 B（或盖上管盖）；在作物水作生长晒田期、落干期或休闲

期，种植露地蔬菜时打开三通管水平管口 B，收集径流水。 

 

图5 水田地表径流收集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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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抽排池 

抽排池位于径流池最外侧，比径流池深10 cm， 地表以下110 cm，地面以上高度与径流池高度相同。

抽排池具体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图6）。若排水条件良好，可不建。 

 

图6 抽排池剖面示意图 

6.4.8 使用与维护 

按照以下要求开展监测小区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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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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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要求，最好采样记录。 

径流水采样 7.1 

7.1.1 地表径流计量 

2%2%

6
0

3
5

0

2
0

0

1

田面

1
5

0
m

m
1

0
0

0
m

m

PPR进水管

防护砂浆保护层

砖砌体池壁

混泥土垫层

抽排池内泵坑
B、H根据所选泵规格确定

B

田面

1
0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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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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敞口塑料桶，收集径流较少时的径流水，每次产流均用计量工具单独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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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如下: 

 𝑉𝑖 = (𝐻𝑖 × 𝑆 + 𝐻1 × 𝑆1) × 10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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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为径流池底

面积(m2); H1 为径流池排水管深度(m)，S1 为径流池排水管底面积(m2)。 

7.1.2 径流水样采集 

当次降水量超过5 mm时并产生径流时，记录完径流量后采集径流水样。每个径流池每次采集2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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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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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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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到的2份水样，1 份用于分析测试，另1份备用。 

7.1.3 径流池清洗 

取完水样后，倒掉塑料桶收集的径流水，拧开每个径流池底排水管的排水阀门，排空池内径流水;

抽排过程中,边排边洗,将径流池和塑料桶清洗干净。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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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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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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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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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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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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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瓶提前编号，注明灌水、编号和采样日期)，样品采

集后及时送检或冰冻保存。 

土壤样品 7.4 

作物收获后，采集小区耕作层0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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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m~20 层基础土壤一份，每份1 kg。  

植物样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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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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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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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废弃物部分 

记载每个小区废弃物(-般作物为秸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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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记录经济产量和废弃物部分产

量时，一定要记录是鲜样还是干样。 

8 监测 

周期 8.1 

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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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8.2.1 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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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20 cm），土壤

的测试指标包括含水率、硝态氮、氨态氮、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Olsen-P、有效钾、pH。（新

建监测小区在进行监测前要采集土壤样品一个）。 

8.2.2 植株 

植株的监测指标包括经济部分和废弃部分的产量、含水率（经济部分和废弃部分分开测定）、全氮、全

磷、全钾含量。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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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总磷和可溶性总磷，

pH。 

检测方法 8.3 

8.3.1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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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方法测定； 

c) 容重：采用环刀法，按照NY/T 1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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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方法测定； 

h) 可溶性总磷：采用过硫酸钾氧化-钼蓝比色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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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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方法测定； 

k) 硝态氮：采用流动分析法，按照DB22/T 2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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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Y/T 1849规定的方法测定。 

8.3.2 植株 

植株各指标检测方法如下： 

a) 采用自动定氮仪法，按照 NY/T2419规定的方法测定； 

b) 全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按照 NY/T2421规定的方法测定； 

c) 全钾：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按照 NY/T2420规定的方法测定。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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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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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蓝比色法测定； 

f) COD  采用重铬酸盐法 按照 HJ 828规定的方法测定。 

9 质量控制 

为保证种植业原位监测点的设施、设备安全和监测点的田间清洁，实时掌握种植业原位监测点的降

水、产流情况，通过基地管理和调查人员选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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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间管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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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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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监测设施建设、样品采样及检测均按照本标准的 7,8 统一进行,采样仪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要

求；  

实验室质量控制 9.4 

实验室内分析测试项目的质量控制参见 NY/T 395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及 NY/T 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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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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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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计算 

氮磷流失量计算 10.1 

监测周期内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P = ∑ 𝐶𝑖 × 𝑉𝑖𝑛
𝑖=1  ······································································· (3) 

式中：P——污染物流失量；Ci——第 i 次径流（或淋溶）水中氮或磷的浓度；Vi——第 i 次径流水

的体积。 

氮磷流失强度计算 10.2 

监测周期内，单位面积内流失的氮磷量（kg/hm²·年），计算公式如下:  

 𝑆𝑁 =
𝑀𝑁

2𝐴
 ············································································ (4) 

式中： 

      SN：监测氮流失强度，kg/ hm²·年； 

      MN：在线监测氮流失量，kg； 

      A：项目区农作物的实际种植面积，hm²。 

氮磷流失系数计算 10.3 

    监测周期内，根据项目区内总氮和总磷的肥料输入量及总氮和总磷的流失量来计算氮磷流失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𝐹𝑁 =
𝑚𝑛

𝑀𝑁
 ············································································ (5) 

式中： 

FN：氮磷流失系数，%； 

mn:氮磷流失失量，kg； 

MN: 氮磷输失失量，kg。 

11 记录 

《田间观察记录表》由各种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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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级业务指导单位进行复核后，并对纸质文本存档管理。（详见附录A） 

12 技术报告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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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的要求，根据监测过程中

收集的各种监测、记录等数据，编制《玉溪市"三湖"流域坝区农田氮磷流失监测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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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 

农田氮磷流失监测的结果应用如下： 

a) 根据监测结果、报告，充分利用监测数据，可以了解农田化肥、农药等的使用情况，合理规

划和开展项目实施，指导“三湖”县（市、区）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 

b) 利用氮磷流失监测结果，评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潜力，探索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方式，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 

c) 通过监测农田氮磷流失情况，可以了解作物在不同灌溉条件下的生长状况，以此优化灌溉计

划，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d) 通过监测农田氮磷流失情况，可以对土壤质量进行评价，了解土壤中各种养分的分布和需求，

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导农户开展高效、合理的施肥，提高农田氮磷的利用率，减少流

失； 

e) 通过监测农田氮磷流失情况，以此指导农民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f) 为“三湖”径流区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环境友好型农作物种植计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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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田间实验观察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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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基本信息表 

地

块 

基

本 

信

息 

地块编码
*
  地块地址  农户姓名  

农 户 电

话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试

验 

情

况 

基

本 

信

息 

经度  纬度  海拔  种植模式  

地貌类型  地形  
最高地下

水位(m) 
 

种植模式  种植方式  坡向  

土壤质地  .土壤类型  地方土名  肥力水平  

监测小区面积

（m
2
） 

 监测小区长(cm)  
监 测 小 区 宽

(cm) 
 

田间径流池内侧长

(cm) 
 

田间径流池内侧

宽(cm) 
 

田间径流池内侧深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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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土壤剖面描述表 

发生层次 
土层厚度 

(cm) 
土壤颜色 土壤结构 

新生体 

坚实度 根系类型 动物穴 石灰反应 
类

别 

形

态 

数

量 

           

           

           

           

           

           

           

 

 

 

 

 

 

 

 

 

 

表 A.4 灌溉水和秸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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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编码 
种植季 

是否 

灌溉 

灌

溉 

方

式 

灌水量 

(mm) 

灌溉时

间 

是否秸

秆 

还田 

还 田

秸 秆

名称 

秸秆

还田

方式 

秸秆还田 

量(kg/667m
2
) 

秸秆还 

田比例

(%) 

还田时

间 

     
 

     
 

     
 

     
 

     
 

     
 

     
 

     
 

     
 

     
 

     
 

     
 

     
 

     
 

     
 

     
 

     
 

     
 

     
 

     
 

     
 

     
 

     
 

     
 

     
 

     
 

 

 

 

 

 

 

 

 



DB 5304/T 091—2024 

18 

表 A.5 种植记录表 1 

小区编
*
 种植季 作物名称 作物品种 种植方式 种植日期 收获日期 

产量 

(公斤/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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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种植记录表 2 

 

小

区

编

码 
种植季 

化肥施用量（折纯，kg/667m
2
） 

有机肥 

种类 

有机肥 

含水率（%） 

有机肥施用

量 

（实物，kg/

亩） 

有机肥施用量（折纯，kg/亩） 

施肥时

间 

N P2O5 K2O N P2O5 K2O 

 

      

 

   

 

 

      

 

   

 

 

      

 

   

 

 

      

 

   

 

 

      

 

   

 

 

      

 

   

 

 

      

 

   

 

 

      

 

   

 

 

      

 

   

 

表 A.7 植株样品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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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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9 小区产流及水样品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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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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11 监测期土壤样品表 

 



DB 5304/T 091—20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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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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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附 录 B  

（资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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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人员： 记录人员：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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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农田氮磷流失监测技术报告编制示例 

C.1 研究背景 

C.2 监测方法 

C.2.1 监测点基本情况简介 

C.2.2 监测点处理设置 

C.2.3 监测点施肥设置 

C.2.4 田间管理情况 

C.2.5 样品的采集、分析与测试方法 

C.3 结果与分析 

C.3.1 作物产量 

C.3.1.1 施氮量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C.3.1.2 施磷量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C.3.2 地表径流分析 

C.3.3 氮磷流失量、流失形态、发生规律及影响因素 

C.3.4 氮素施用量与氮流失量之间的关系 

C.3.5 磷素施用量与磷流失量之间的关系 

C.3.6 土壤养分状况 

C.3.6.1 农田系统养分收支平衡 

C.3.6.2 降水、灌溉养分带入量 

C.3.6.3 作物养分吸收量与肥料利用率 

C.3.6.4 养分收支平衡 

C.4 结论 

C.4.1 农田氮、磷流失情况; 

C.4.2 地表径流发生的规律; 

C.4.2.1 常规处理: 

C.4.2.2 主因子优化处理 

C.4.2.3 综合因子优化处理: 

C.4.3 农田氮磷肥料利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