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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有机水溶肥料是以游离氨基酸、腐植酸、海藻酸提取物、壳聚糖、聚谷氨酸、聚天

门冬氨酸、糖蜜、低值鱼及发酵降解物等有机资源为主要原料，经过物理、化学和（或）

生物等工艺过程，按植物所需添加适量大量、中量和（或）微量元素加工而成的，含有

生物刺激素成分的液体或固体水溶肥料。在国内已得到普遍应用，从农业农村部种植管

理司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有机水溶肥料已登记产品超过 700 个，且呈快速增长态势，产

品形态包括水剂、粉体、颗粒。目前已有相关行业标准《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

用要求》、《NY 1429-2010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NY 1106-2010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其中《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对有机水溶肥料作出了总则性要求，但

未对有机水溶肥料的技术指标部分等作出具体的规定，而《NY 1429-2010 含氨基酸水溶

肥料》和《NY/T 1106-2010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两项标准，仅为有机水溶肥料的单一产

品标准，适用范围受限。 

《有机水溶肥料》团体标准由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提出立

项申请并批复同意立项，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会同青岛蔚蓝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中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家单位起草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申请：2021 年 7 月 6 日，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标

委会提出立项申请。 

2、标准立项：2021 年 9 月 9 日，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标委会办公室发出同意立项通知，

由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有机水溶肥料》团体标准的编写。 

3、参编申请：2021 年 7 月 8 日-11 月 15 日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仓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迪斯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6 家单位先后向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标委会

发出参与标准起草的申请。 

4、成立编写组：2021 年 9 月 20 日，《有机水溶肥料》标准编写工作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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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启动会：编写组原定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4 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启动会，由于疫

情原因，推迟于 11 月 12 日以视频形式召开。编写组汇报了项目背景、团体标准的框架内容

解读、需要讨论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6、标准编制：2021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制订团体标准验证方案，制备有机水溶肥

料，根据实施方案开展产品技术指标分析和效果验证，同时撰写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7、讨论会：2022 年 5 月，编写组内部召开了讨论会，对团标的推动工作进行讨论。 

（三）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起草单位：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中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勇、杨凤英、苑伟伟、吕宾、香宾、王京臣、阚洪福、李琳、郭景

丽、王准、陈国忠、张冬慧、郭卫红、戴黎。 

（四）编写组分工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牵头标准起草、资料查询、代表性产品样品的收集

及样品制备与检测、数据对比与分析、产品制备分析、效果验证、编写编制说明和标准征求

意见稿，以及组织和协调等工作。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中

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标准起草、资料查询、异议讨论处理和产品化验。 

二、标准制定原则 

（一）标准研究背景 

1、有机水溶肥料在农业上的相关研究 

依据现有标准对有机水溶肥料的定义，有机水溶肥料常用有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氨基酸、

腐植酸、海藻提取物、壳聚糖、聚谷氨酸、聚天门冬氨酸等。其中氨基酸是含有氨基和羧基

的一类有机化合物，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具有络合能力，能与金属络合形成相对稳定

的配合物，具有肥效快、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产量、增强抗逆性、改善土壤，减少污染等优

势[1-3]；腐植酸是指动植物残骸经过微生物分解和转化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造成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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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起来的一类高分子有机物质[4]，可以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养分利用率、刺激作物生长、

增强作物抗逆性和改善作物品质；海藻提取物是一种纯天然的海洋生物产品，内含有藻胶酸，

粗蛋白，多种维生素，酶和微量元素，具有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等作用；壳聚糖是

天然多糖甲壳素脱除部分乙酰基的产物，具有无毒性、生物降解性、生物相容性、黏膜黏附

性和促渗性等优点，能起到改善作物品质，增强光合作用，促进作物生长发育的作用；聚谷

氨酸是一种水溶性，生物降解，不含毒性，使用微生物发酵法制得的生物高分子，具有优异

的亲水性和保水能力，不仅能够提高肥料的溶解率和运输作用，还可以提高土壤缓冲能力，

平衡土壤酸碱度，避免土壤酸化和压实，提高作物产量[5-6]；聚天门冬氨酸是一种带有羧酸

侧链的聚合氨基酸，对植物养分吸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节省化肥施用量，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7-8]。 

在土壤改良方面，有机质作为有机水溶肥料有效成分，在保持土壤肥力，调节土壤酸碱

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有效改变土壤的物理特性，降低了＜0.25 mm 团聚体比例，增加了

0.25mm-5mm 的土壤团聚体比例，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和孔隙度[9]，有利于改善化肥施用带

来的土壤板结现象进而起到耕地保护作用[10]，研究表明，相对无机肥施用效果看，配施有

机水溶肥可以有效防止土壤有机质的减少，同时提高土壤 pH，减缓土壤酸化[11]等；在肥效

体现方面，喷施有机水溶肥料可提高番茄产量 5.28%-6.72%
[12] ，使用氨基酸类有机水溶肥

料可明显促进酿酒葡萄果穗长，增加可溶性固形物、总糖含量，分别较常规施肥提高 47.69%、

1.65%、8.69%，增产效果可达 26.02%
[13]，浇施有机水溶肥料可提高芹菜产量，结果表明较

清水对照增产了 16.45%
[14]等；在抗逆功能方面，喷施有机水溶肥可以降低水稻孕穗期和灌

浆期叶片 SOD, POD, CAT 活性，保持系统平衡，避免细胞凋亡，降低稻米镉含量

2.9%-21.5%
[15]，增强番茄抗病性、提高菠菜抗氧化性[16-17]等。 

同时，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氮肥工业协会顾宗勤理事长在

2021 年水溶肥暨高效肥产业发展论坛上提到，目前化肥生产企业面临着原料严重依赖进口、

“减碳”压力、污染排放限量三大挑战，发展水溶肥、高效肥是缓解我国化肥供需矛盾的重要

手段，更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途径。而有机水溶肥料兼具水溶肥与高效肥的优势，不仅满足

水肥一体化技术要求，而且其天然的生物刺激素成分，可使肥料中 N、P、K 等有效养分得

到高效利用，实现产品功能化、高效化、绿色化，助力化肥生产走向低能耗、少污染、高质

量的绿色发展道路。 

综上，有机水溶肥料作为一种高效水溶肥料，在土壤改良、施用肥效、抗逆促生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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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当前“减排”“减肥”政策倡导下，有机水溶肥料作为发展绿

色道路的明星产品，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 

2、有机水溶肥料生产工艺及相关产品标准 

从有机水溶肥料生产工艺授权专利分析，深圳市绿色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

防病防虫环保微生物有机水溶肥料（公开号：CN113773154A），其有机成分包括复合氨基

酸、矿源黄腐酸钾、鱼精蛋白，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13~25 重量份；安徽省司尔特肥业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瓜果类专用有机水溶肥料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CN113582757A），

其有机成分包括葡萄糖醛酸、黄腐酸、聚谷氨酸，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24.4-33.9 份重

量份；江苏植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有机水溶肥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

CN113264792A），其有机成分为浓缩蜜糖发酵液，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70-90 重量份；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用于镉污染耕地修复的有机水溶肥（公开号：

CN112645766A），其有机成分包括氨基酸、腐植酸，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10-13.5 重

量份；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有机水溶肥料及其灌施方法（公开号：

CN112759487A），其有机成分包括矿源黄腐酸钾、大豆氨基酸、生化黄腐酸钾中的一种或

多种，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5-20 份重量份；广西勤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了一种含

黄腐酸有机水溶肥料及其制备方法（公开号：CN112778044A），其有机成分包括黄腐酸、

氨基酸，按重量份计，有机成分占 14-26 份重量份。 

综上，有机水溶肥料水剂型常用有机物料为氨基酸、黄腐酸或糖蜜发酵液，有机资源添

加量在 10-30 公斤/吨，生产工艺较成熟，原料较为稳定可靠；固体以粉剂为主，有机质含

量在 5-10%以上，原材料常用黄腐酸、腐植酸等。水溶有机类产品较为常见且工艺并不复杂。

同时，根据有机质不同来源及作物需求形成了《NY1106-2010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NY1429-2010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GB/T17419-2018 含有机质叶面肥料》等行业标准，

但对于有机水溶肥料仅有通用要求而无技术指标要求，均是由生产企业自行制定企业标准。

所以应加快研究并作出相应规范，实现有机水溶肥料的全面推广。 

（二）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规范性、适用性、协调性、一致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标准的编写原则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和表述。以综合标准化思想为指导，以近现代科学

研究成果为依据，以规范有机水溶肥料产品的生产和质量监督，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确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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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统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与实用性。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56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NY/T 887       液体肥料 密度的测定 

NY/T 1108      液体肥料 包装技术要求 

NY 11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 

NY/T 1117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测定 

NY/T 1972      水溶肥料 钠、硒、硅含量的测定 

NY/T 1973      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的测定 

NY/T 1974      水溶肥料 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NY/T 1978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NY/T 1979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标签及标明值判定要求 

NY/T 198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及评价要求 

NY/T 2540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NY/T 2541      肥料 磷含量的测定 

NY/T 2542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NY/T 2670-2020 尿素硝酸铵溶液及使用规程 

NY/T 3036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水分含量、粒度、细度的测定 

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三、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修订标准应说明的新旧标准对

比情况 

（一）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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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有机水溶肥料的术语与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有机资源为主要原料，经过物理、化学和（或）生物等工艺过程，含有

生物刺激素成分的液体或固体水溶肥料。 

（二）术语和定义 

有机水溶肥料：以游离氨基酸、腐植酸、海藻提取物、壳聚糖、聚谷氨酸、聚天门冬氨

酸、糖蜜、低值鱼及发酵降解物等有机资源为主要原料，经过物理、化学和（或）生物等工

艺过程，按植物生长所需添加适量大量、中量和（或）微量元素加工而成的、含有生物刺激

素成分的液体或固体水溶肥料。 

依据：《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中 3.2 条。 

（三）要求 

1、外观 

均匀的液体或固体。液体无明显沉淀和杂质。固体分粉状和颗粒，无明显机械杂质。 

2、技术指标 

为满足市场需求，参考《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NY 1106-2010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NY/T 1107-2020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综合国内外生产企业的

企业标准以及其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国内水溶肥料的生产工艺特点，设立了 7 个

技术指标项目，分别为有机质、大量元素（N+P2O5+K2O）、水不溶物、水分（适用时）、

缩二脲、氯离子、粒度（适用时）。与常规水溶肥料相比，有机水溶肥料规定了有机质

的含量要求。详见表 1。同时应符合包装容器上的标明值。 

表 1 有机水溶肥料的技术指标 

项目 固体产品 液体产品 

有机质含量 ≥5.0% ≥50g/L 

大量元素含量 a ≥5.0% ≥50g/L 

水不溶物含量 ≤1.0% ≤10g/L 

水分（H2O）含量 ≤3.0% / 

缩二脲含量 ≤0.9% 

 

氯离子含量 b 

未标“含氯”的产品              ≤3.0% ≤30g/L 

标识“含氯（低氯）”的产品      ≤15.0% ≤150g/L 

标识“含氯（中氯）”的产品      ≤30.0% ≤300g/L 

粒度（1.00mm~4.75mm 或 3.35mm~5.60mm）c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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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量元素含量是指总 N、P2O5、K2O 含量之和。产品应至少包含两种大量元素。单一大量元素含量不低于

2.0%或 20g/L。 

b氯离子含量大于 30.0%或 300g/L 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高氯）”，标识 “含氯（高氯）” 的产

品，氯离子含量可不做检验和判定。 

c 仅适用于颗粒产品，特殊形状或更大颗粒（粉状除外）产品的粒度可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3、中量元素及微量元素 

产品中若添加中量元素养分，须在包装标识注明产品中所含单一中量元素含量、中量元

素总含量。中量元素含量指钙、镁元素含量之和，产品应至少包含其中一种中量元素。单一

中量元素含量不低于 0.1%或 1g/L。单一中量元素含量低于 0.1%或 1g/L 不计入中量元素含

量总含量。当单一中量元素标明值不大于 2.0%或 20g/L 时，各元素测定值与标明值负相对

偏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 40%；当单一中量元素标明值大于 2.0%或 20g/L 时，各元素测定值

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 1.0%或 10g/L。 

产品中若添加微量元素养分，须在包装标识注明产品中所含单一微量元素含量、微量元

素总含量。微量元素含量指铜、铁、锰、锌、硼、钼元素含量之和，产品应至少包含其中一

种微量元素。单一微量元素含量不低于 0.05%或 0.5g/L。钼元素含量不高于 0.5%或 5g/L。

单一微量元素含量低于 0.05%或 0.5g/L 不计入微量元素含量总含量。当单一微量元素标明值

不大于 2.0%或 20g/L 时，各元素测定值与标明值正负相对偏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 40%；当

单一微量元素标明值大于 2.0%或 20g/L 时，各元素测定值与标明值正负偏差的绝对值应不

大于 1.0%或 10g/L。 

（四）指标参数的确定 

1、基础指标 

水不溶物、水分（适用时）、缩二脲、氯离子、粒度（适用时）、中量元素（适用时）、

微量元素（适用时）参考了《NY 1106-2010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NY/T 1107-2020 大量

元素水溶肥料》，并应符合《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的相关要求。 

2、有机质含量 

综合参考返回意见、有机水溶肥料化验结果、有机质梯度添加的田间试验及成本情况，

设定有机质含量≥5.0%或 50g/L，大量元素（N+P2O5+K2O）≥5.0%或 50g/L。 

3、有毒有害物质 

有机水溶肥料中汞、砷、镉、铅、铬限量指标应符合《NY 1110-2010 水溶肥料汞、砷、

镉、铅、铬的限量要求》的要求。必要时，应进行毒性试验，结果应符合《NY/T 198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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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及评价要求》的要求。 

（五）试验方法 

有机质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依据：《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 17419-2018 含有机质叶面肥

料》中 5.2 条，并增加试样溶液制备步骤。 

（六）标识 

产品包装标签至少应载明：产品通用名称、行政审批证号、执行标准号、主要原料名称、

剂型、限量指标要求、有效期（以月为单位）、使用说明、注意事项、包装规格、批号或生

产日期、商标、企业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等。应注明有机质含量的最低标明值。应注

明大量元素含量之和的最低标明值及各单一大量元素含量的标明值。 

依据：本标准参考《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NY/T 1979-2018 肥料

和土壤调理剂 标签及标明值判定要求》、《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等

标准要求，明确有机质含量、主要原料名称等，防止虚假标识误导消费者。 

（七）修订标准应说明的新旧标准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一） 有机质含量检测方法分析及确定 

1、有机质检测方法对比分析 

目前有机质检测方法较多，《NY/T 1976-2010 水溶肥料有机质含量的测定》、《NY/T 

2876-2015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有机质分级测定》、《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NY/T 525-2021 有机肥料》、《NY 884-2012 生物有机肥》、《GB/T17419-2018 含有机

质叶面肥料》等标准有机质均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进行测定，可见重铬酸钾氧化法具有普适

性，在有机质含量的检测方法中具有操作简单、快速、重现性和稳定性好，不易受外界条件

影响等优势，通过对比表 2 不同重铬酸钾氧化法可知，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氧化条件和换算

方法的不同，实质就是对主要干扰因素尿素和氯离子的处理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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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检测方法分析 

序号 检测标准 适用范围 重铬酸钾氧化法 换算方法 

① 

NY/T1976-2010 水溶肥料

有 机 质 含 量 的 测 定

（《NY/T3831-2021 有机

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表》中

引用） 

适用于液体或固

体水溶肥料中有

机质含量的测定 

试剂：重铬酸钾溶液 c(1/6K2Cr2O7)=1mol/L；重铬酸钾标准溶液

c(1/6K2Cr2O7)=0.2000mol/L;硫酸亚铁标准溶液 c(Fe2+)=0.2mol/L； 

氧化条件：硫酸过量；200℃-230℃加热，氧化 10min； 

1、未乘氧化矫正系数 1.5； 

2、减去氯离子相当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3、有机质碳系数 1.724 换算。 

② 

NY/T2876-2015 肥料和土

壤调理剂  有机质分级测

定 

适用于固体有机

物料 

试剂：重铬酸钾溶液 c(1/6K2Cr2O7)=1mol/L；重铬酸钾标准溶液

c(1/6K2Cr2O7)=0.2000mol/L;硫酸亚铁标准溶液 c(Fe2+)=0.2mol/L； 

氧化条件：重铬酸钾溶液与硫酸等量；200℃-230℃加热，氧化 10min； 

1、未乘氧化矫正系数 1.5； 

2、未减去氯离子相当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3、有机质碳系数 1.724 换算。 

③ 

GB/T18877-2020 有机无机

复 混 肥 料

（《GB/T17419-2018 含有

机质叶面肥料》中引用） 

适用于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试剂：重铬酸钾溶液 c(1/6K2Cr2O7)=0.8mol/L；重铬酸钾标准溶液

c(1/6K2Cr2O7)=0.2500mol/L;硫酸亚铁标准溶液 c(Fe2+)=0.25mol/L； 

氧化条件：硫酸过量；100℃沸水水浴 30min； 

1、乘氧化矫正系数 1.5； 

2、减去氯离子相当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3、有机质碳系数 1.724 换算。 

④ NY/T525-2021 有机肥料 

适用于有机肥料 试剂：重铬酸钾溶液 c(1/6K2Cr2O7)=0.8mol/L；重铬酸钾标准溶液

c(1/6K2Cr2O7)=0.1mol/L;硫酸亚铁标准溶液 c(Fe2+)=0.2mol/L； 

氧化条件：重铬酸钾溶液与硫酸等量；100℃沸水水浴 30min； 

1、风干样品； 

2、未乘氧化矫正系数 1.5； 

3、未减去氯离子相当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4、有机质碳系数 1.724 换算。 

⑤ NY884-2012 生物有机肥 

适用于生物有机

肥 

试剂：重铬酸钾溶液 c(1/6K2Cr2O7)=0.8mol/L；重铬酸钾标准溶液

c(1/6K2Cr2O7)=0.1mol/L;硫酸亚铁标准溶液 c(Fe2+)=0.2mol/L； 

氧化条件：重铬酸钾溶液与硫酸等量；100℃沸水水浴 30min； 

1、风干样品； 

2、乘氧化矫正系数 1.5； 

3、未减去氯离子相当的有机碳质量分数； 

4、有机质碳系数 1.724 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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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方法的确定 

紧接上文，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原材料试样，采用上述 5 种有机质检测方法验证。

我们经过对比后，发现确实尿素及氯离子对有机质含量的影响较大，其中 NY/T1976、

NY/T2876 能检测出尿素的有机质含量，NY/T525、NY884 能检测出氯化铵、氯化钾的有机

质含量。这 5 种方法中以 GB/T18877-2020 方法较为稳定可靠。 

表 3 不同试样三种检测方法结果对比 

样品 
养分 方法① 

NY/T1976-2010 

方法② 

NY/T2876-2015 

方法③ 

GB/T18877-2020 

方法④ 

NY/T525-2021 

方法⑤ 

NY884-2012 

尿素 46-0-0 3.41 3.29 0.32 0.28 0.42 

硫酸铵 21-0-0 0.40 0.40 0.01 0.01 0.02 

氯化铵 25-0-0 0.51 0.45 0.12 5.05 7.56 

氯化钾 0-0-60 0.10 0.08 0.08 3.68 5.52 

同样地，我们制备不同梯度有机水溶肥料 10-5-5（主要原料比例为 10%、20%、30%）

试样，进行检测分析。由表 4 可以看出，采用方法①、②测定含尿素（UN）有机水溶肥料

试样，与标准样比较，有机质含量存在较大的相对偏差为 3.8%~60.0%，且有机质浓度越低

时，相对偏差越大，主要是此两种方法氧化温度高达 200~230℃，有机质氧化迅速且较为完

全，但此温度条件下有机化合物尿素会参与反应，这在相关研究中已明确表明当反应温度加

热到 160℃时，检测结果存在 10%~20%的尿素影响[18-19]；为克服尿素在有机质检测中的干

扰，方法③、④、⑤氧化条件采用沸水浴（温度为 100℃左右），但方法④、⑤未减去氯离

子的有机碳相当量，存在氯离子影响因素，表中可以看出采用方法⑤测定含氯离子（Cl
-）

的有机水溶肥料试样，与标准样比较，有机质相对偏差在 4.9%以上，且氯离子含量越高，

偏差越大，而方法④试样的有机质含量明显较其他方法偏低，主要是该方法未进行氧化矫正

（即未引用氧化矫正系数 1.5），误差较大；方法③则有效克服尿素、氯离子干扰因素，其

有机质对比标准样的相对偏差较小为 0.1%~1.0%，且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越接近标准样

含量。 

表 4 有机水溶肥料试样中有机质的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主要原料

占比% 

方法① 

NY/T1976-2010  

方法② 

NY/T2876-2015 

方法③ 

GB/T18877-2020 

方法④ 

NY/T525-2021 

方法⑤ 

NY884-2012 

1-STD 

10 

5.08 5.13 5.06 3.42 5.23 

2-5%UN 6.11 6.06 5.08 3.46 5.26 

3-10%UN 7.45 7.26 5.11 3.37 5.2 

4-20%UN 8.13 8.05 5.04 3.51 5.22 



 13 / 28 

 

5-5%Cl- 5.04 5.79 5.02 4.05 5.74 

6-20% Cl- 5.10 6.92 5.07 6.17 8.05 

7-35% Cl- 5.06 10.07 5.05 8.34 10.32 

8-STD 

20 

10.08 10.07 10.05 6.72 10.17 

9-5%UN 11.19 11.06 10.08 6.84 10.2 

10-10%UN 11.87 11.76 10.06 6.78 10.24 

11-20%UN 13.55 13.42 10.14 6.82 10.19 

12-5% Cl- 10.05 10.68 10.08 7.35 11.11 

13-20% Cl- 10.14 13.05 10.02 9.04 13.15 

14-35% Cl- 10.02 15.36 10.13 11.81 16.33 

15-STD 

30 

20.03 20.08 20.06 13.28 20.26 

16-5%UN 18.25 18.09 20.04 13.25 20.38 

17-10%UN 19.26 19.14 20.13 13.42 20.29 

18-20%UN 18.47 18.39 20.09 13.36 20.35 

19-5% Cl- 20.05 20.85 20.08 14.05 21.26 

20-20% Cl- 20.12 23.07 20.07 16.19 23.15 

21-35% Cl- 20.07 24.09 20.11 17.26 25.16 

注：样品编号中 STD 表示标准样，无尿素、氯离子影响因素，UN 表示尿素比例，Cl-表示氯离子含量。 

3、有机质准确度和精密度测试 

为验证方法③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选取上述试样中具有代表性的 9 个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表 5 结果显示，有机质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在 0.04%~0.58%，不同实验室间测定结果的

绝对差值在 0.09%~0.34%，均符合方法③精密度要求，表明该方法能满足有机水溶肥料分析

测定要求。综上，我们选择参考《GB/T 17419-2018 含有机质叶面肥料》中有机质的检测方

法，即引用《GB/T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 6.2 条进行测定。 

表 5 不同实验室有机质检测结果(GB/T 18877-2020) 

编号 实验室 1（%） 实验室 2（%） 实验室 3（%） 实验室 4（%）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1-STD 5.06 5.27 5.17 5.13 4.92 5.03 4.87 5.13 5.00 5.28 4.93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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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 5.08 5.12 5.10 5.06 5.14 5.10 5.02 5.15 5.09 5.13 5.29 5.21 

3-Cl
-
 5.13 5.04 5.09 5.26 5.09 5.18 5.17 4.92 5.05 5.01 5.27 5.14 

4-STD 10.02 10.26 10.14 10.15 10.38 10.27 10.24 10.61 10.43 10.06 10.45 10.26 

5-UN 10.13 10.08 10.11 10.23 10.03 10.13 10.04 10.28 10.16 10.09 10.37 10.23 

6-Cl
-
 10.08 10.03 10.06 10.11 10.26 10.19 10.14 9.88 10.01 10.17 10.02 10.10 

7-STD 20.19 19.88 20.04 20.07 20.54 20.31 20.57 20.13 20.35 20.05 20.63 20.34 

8-UN 20.04 20.18 20.11 20.12 20.33 20.23 20.34 20.19 20.27 20.23 20.67 20.45 

9-Cl
-
 20.08 20.16 20.12 20.17 20.12 20.15 20.14 20.06 20.10 20.04 20.34 20.19 

注： 样品编号中 STD 表示标准样，无尿素、氯离子影响因素，UN 表示含尿素，Cl-表示含氯离子。 

如上文所述，农业生产领域的有机质来源广泛，且资源丰富易于获取，所以我们认为其

检测方法也应具有广泛性及普适性。同时，考虑到有机水溶肥料也会根据作物营养需求搭配

N\P\K 等元素，或者本身含有氯元素， 那 GB/T 18877-2020 是我们当前的最佳选择，并在

方法中增加固体、液体试样溶液制备步骤。 

（二） 有机水溶肥料市场产品汇总分析 

按照标准送审稿中的试验方法，即参考 GB/T 18877-2020 中有机质检测方法，增加试样

溶液制备步骤，对这些样品进行了测定，按照检测数据情况，合理制定产品技术指标，数据

汇总如下： 

1、有机质含量 

本次收集市场试样 50 个，其有机水溶肥料主要原料包括生化黄腐酸、矿源黄腐酸、糖

蜜发酵液、腐植酸、海藻提取物、植物氨基酸等，剂型分为液体水剂和固体粉剂。从表 6-7

看，整体有机质含量为 3.37%~45.65%，98%的试样有机质含量在 50g/L 或 5.0%以上，且液

体有机水溶肥料市场占有率较高。根据要求，本测定方法同一实验室平行样的绝对差值应不

大于 10g/L 或 1.0%，从表 6-7 中液体水剂、固体粉剂试样有机质检测结果分析，平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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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绝对差值均在要求范围内。 

表 6有机水溶肥料（液体水剂）中有机质含量 

有机质含量 g/L（液体） 

样品编号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绝对差值 主要原料 

Y-1 108.20 106.80 107.50 1.40 生化黄腐酸 

Y-2 108.17 109.24 108.71 1.07 生化黄腐酸 

Y-3 103.50 102.26 102.88 1.24 生化黄腐酸 

Y-4 137.08 138.92 138.00 1.84 生化黄腐酸 

Y-5 144.26 142.19 143.23 2.07 生化黄腐酸 

Y-6 106.27 103.29 104.78 2.98 矿源黄腐酸 

Y-7 103.25 100.06 101.66 3.19 矿源黄腐酸 

Y-8 119.87 125.16 122.52 5.29 矿源黄腐酸 

Y-9 118.74 121.68 120.21 2.94 矿源黄腐酸 

Y-10 201.08 203.58 202.33 2.50 矿源黄腐酸 

Y-11 53.62 51.29 52.46 2.33 腐植酸 

Y-12 62.28 60.81 61.55 1.47 腐植酸 

Y-13 100.25 103.72 101.99 3.47 腐植酸 

Y-14 120.92 121.31 121.12 0.39 腐植酸 

Y-15 129.32 132.71 131.02 3.39 腐植酸 

Y-16 103.44 102.35 102.90 1.09 糖蜜/酵母发酵液 

Y-17 206.83 210.65 208.74 3.82 糖蜜/酵母发酵液 

Y-18 52.63 55.68 54.16 3.05 糖蜜/酵母发酵液 

Y-19 156.73 153.86 155.30 2.87 糖蜜/酵母发酵液 

Y-20 124.69 123.82 124.26 0.87 糖蜜/酵母发酵液 

Y-21 132.72 129.64 131.18 3.08 海藻提取物 

Y-22 120.78 120.56 120.67 0.22 海藻提取物 

Y-23 123.18 121.69 122.44 1.49 海藻提取物 

Y-24 134.52 129.76 132.14 4.76 海藻提取物 

Y-25 202.18 198.58 200.38 3.60 海藻提取物 

Y-26 56.78 57.46 57.12 0.68 植物氨基酸 

Y-27 57.28 57.89 57.59 0.61 植物氨基酸 

Y-28 52.16 55.18 53.67 3.02 植物氨基酸 

Y-29 62.37 64.72 63.55 2.35 植物氨基酸 

Y-30 100.57 103.27 101.92 2.70 植物氨基酸 

表 7 有机水溶肥料（固体粉剂）中有机质含量 

有机质含量%（固体） 

样品编号 平行 1 平行 2 均值 绝对差值 主要原料 

G-1 5.23 4.89 5.06 0.34 黄腐酸/腐植酸 

G-2 11.47 10.91 11.19 0.56 黄腐酸/腐植酸 

G-3 10.31 10.08 10.20 0.23 黄腐酸/腐植酸 

G-4 12.38 12.12 12.25 0.26 黄腐酸/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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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5.20 5.08 5.14 0.12 黄腐酸/腐植酸 

G-6 10.90 11.80 11.35 0.9 矿物源黄腐酸 

G-7 10.03 10.26 10.15 0.23 矿物源黄腐酸 

G-8 19.87 20.26 20.07 0.39 矿物源黄腐酸 

G-9 5.08 5.24 5.16 0.16 矿物源黄腐酸 

G-10 10.18 9.93 10.06 0.25 腐植酸 

G-11 20.07 20.32 20.20 0.25 腐植酸 

G-12 20.82 20.43 20.63 0.39 腐植酸 

G-13 37.40 37.60 37.50 0.2 腐植酸 

G-14 20.60 20.10 20.35 0.5 海藻提取物 

G-15 39.80 40.25 40.03 0.45 海藻提取物 

G-16 30.05 30.26 30.16 0.21 海藻提取物 

G-17 3.46 3.28 3.37 0.18 海藻提取物 

G-18 5.07 5.24 5.16 0.17 植物氨基酸 

G-19 10.08 10.26 10.17 0.18 植物氨基酸 

G-20 10.05 10.18 10.12 0.13 植物氨基酸 

2、大量元素含量及水不溶物 

由表 8-9 分析可知，市场试样中 60%均标明了总养分，可见市场对有机水溶肥料的需求

不限于有机营养，还需结合氮磷钾等基础养分，弥补产品不足，且总养分均大于 50g/L 或

5.0%；从水不溶物看，满足《NY/T 1107-2020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要求中小于等于 10g/L

或 1.0%，适用于水肥一体化。 

表 8 有机水溶肥料大量元素含量及水不溶物 

样品编号 有机水溶肥料-液体（g/L） 

N P2O5 K2O 总养分 水不溶物 

Y-1 19.6 20.8 59.7 100.1 0 

Y-2 42.3 23.5 38.7 104.5 1.2 

Y-3 20.3 9.8 72.6 102.7 0.8 

Y-6 81.6 0 20.5 102.1 0 

Y-7 25.8 32.5 150.4 208.7 0 

Y-8 20.6 30.4 70.9 121.9 2.5 

Y-11 20.8 20.2 60.3 101.3 0 

Y-12 50.1 10.3 60.8 121.2 1.5 

Y-13 0 0 62.0 62.0 0 

Y-14 81.6 24.1 99.8 205.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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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6 10.3 0 45.8 56.1 0 

Y-17 0 0 62.5 62.5 0 

Y-18 5.6 10.8 35.2 51.6 2.6 

Y-21 20.6 22.3 18.9 61.8 0 

Y-24 60.2 0 40.1 100.3 0 

Y-25 25.6 28.7 25.9 80.2 2.4 

Y-26 80.6 48.2 42.3 171.1 0 

Y-27 12.3 12.8 60.5 85.6 0 

Y-28 86.4 12.1 10.2 108.7 5.8 

Y-29 0 30.8 50.9 81.7 0 

表 9 有机水溶肥料大量元素含量及水不溶物 

样品编号 有机水溶肥料-固体（%） 

N P2O5 K2O 总养分 水不溶物 

G-1 5.3 0 10.1 15.4 0 

G-2 0 0 13.8 13.8 0 

G-5 5.3 2.1 8.2 15.6 0 

G-6 8.6 0 12.3 20.9 0 

G-9 10.2 0 10.6 20.8 0 

G-10 0 0 12.6 12.6 0 

G-13 12.5 4.9 2.7 20.1 0.55 

G-14 0 0 15.8 15.8 0.15 

G-15 0 0 12.3 12.3 0.63 

G-16 3.6 2.8 3.8 10.2 0.21 

3、重金属指标检测 

由表 10 看出，收集样品的重金属含量低，均在限量要求范围内，主要是常见有机资源

生产工艺成熟、品质可控、安全可靠。 

表 10 有机水溶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 

样品编号 汞（Hg） 砷(As) 镉(Cd) 铅（Pb） 铬(Cr) 铊（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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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Y-1 - - - - - - 

Y-2 - - 0.02 0.36 - - 

Y-3 - - - 0.46 - - 

Y-6 - - 0.04 - - - 

Y-7 - - - 0.31 1.05 - 

Y-8 - 0.19 - - 1.26 - 

Y-11 - - - - - - 

Y-12 - - - - -  

Y-13 - 0.28 - - - - 

Y-14 - 0.65 0.12 0.87 - - 

Y-16 - - - - - - 

Y-17 - - - - 0.46 - 

Y-18 - - - - - - 

Y-21 - - - - 0.5 - 

Y-24 - 0.35 0.08 - 0.15 - 

Y-25 - - - 0.26 2 - 

Y-26 - - - - 0.08 - 

Y-27 0.02 - - - - - 

Y-28 - 0.13 0.02 - - - 

Y-29 - - 0.06 - 0.1 - 

G-1 - - 0.09 0.26 - - 

G-2 - - - 0.16 - - 

G-5 - 0.23 - - - - 

G-6 - 0.68 0.26 - - 0.3 

G-9 - 0.16 0.12 0.2 - - 

G-10 - 1.07 0.38 - - - 

G-1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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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4 - - - - - - 

G-15 - 1.35 0.06 - - - 

G-16 - 0.86 - - - - 

注：-代表未检出。 

（三） 农业部有机水溶肥料登记产品汇总 

在“减肥增效”、“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有机水溶肥料作为沃土壮苗的高效

水溶肥料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截至目前有机水溶肥料已登记产品超过 700 个，且呈快速

增长态势，产品形态包括水剂、粉体、颗粒。产品丰富，且有效含量差异化明显，为全面分

析现有产品结构，表 11-12 依据产品剂型，将现有机水溶肥料登记产品进行汇总分析。 

从现有 729 个有机水溶肥料农业部登记产品信息分析，液体产品 610 个，占 83.6%，粉

剂或颗粒固体产品 119 个，占 16.4%。为全面了解现有市场有机水溶肥料产品，提升有机水

溶肥料团体标准制定的合理性，下面将重点分析有机水溶肥料中有机质、大量元素、水不溶

物技术指标。 

在现有 610 个液体产品中，98.8%的产品标识有机质，少数则以聚天门冬氨酸为登记含

量，未标识有机质，57.2%的产品标识出大量元素，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对大量元素的需求，

水不溶物为必需标识指标。由表 11 分析可知，登记产品有机质含量在 20g/L~600g/L 间，有

机质不低于 50g/L 的产品分布比例达 98%，主要集中在 50g/L~150g/L 间，登记产品大量元

素含量在 20g/L~440g/L 间，总养分不低于 50g/L 的产品分布比例达 91%，主要集中在

50g/L~150g/L 间，登记产品水不溶物一般要求不大于 20g/L 或 50g/L。 

表 11 有机水溶肥料登记产品统计（液体） 

标识有机质（合计 603 个产品） 

有机质含量

g/L 

低于 50 50≤有机质

＜100 

100≤有机质

＜150 

150≤有机质

＜200 

200≤有机质

＜250 

250≤有机质

≤600 

产品分布 2% 20% 47% 13% 10% 8% 

标识大量元素（合计 349 个产品） 

大量元素含

量 g/L 

低于 50 50≤总养分

＜100 

100≤总养分

＜150 

150≤总养分

＜200 

200≤总养分

＜250 

250≤总养分

≤440 

产品分布 9% 46% 25% 7%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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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水不溶物（合计 609 个产品） 

水不溶物 g/L ≤20 ≤50 其他 

产品分布 38% 50% 12% 

在现有 119 个固体产品中，有机质和水不溶物为必需标识指标，72.2%的产品标识出大

量元素，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对大量元素的需求。由表 12 分析可知，登记产品有机质含量在

3%~60%间，有机质不低于 10%的产品分布比例达 97%，主要集中在 20%~60%区间，登记

产品大量元素含量在 3%~37%间，总养分不低于 5%的产品分布比例达 97%，主要集中在

5%~25%间，登记产品水不溶物一般要求不大于 2%或 5%。 

表 12 有机水溶肥料登记产品统计（固体） 

标识有机质（合计 118 个产品） 

有机质含量% 低于 5 5≤有机质＜

10 

10≤有机质

＜15 

15≤有机质

＜20 

20≤有机质

＜25 

25≤有机质

≤60 

产品分布 1% 2% 15% 8% 21% 53% 

标识大量元素（合计 86 个产品） 

大量元素含

量% 

低于 5 5≤总养分＜

10 

10≤总养分

＜15 

15≤总养分

＜20 

20≤总养分

＜25 

25≤总养分

≤37 

产品分布 3% 16% 34% 19% 19% 9% 

标识水不溶物（合计 119 个产品） 

水不溶物% ≤2 ≤5 其他 

产品分布 38% 50% 12% 

从现有产品看，技术要求主要针对有机质、大量元素、水不溶物。有机质指标方面，绝

大多数产品含量都在 5.0%或 50g/L 以上；大量元素方面，液体型 91%不低于 50g/L，固体型

97%不低于 5%；水不溶物方面，建议与大量元素水溶肥保持一致，不得超过 1.0%或 10g/L。 

（四） 田间效果验证 

1、液体有机水溶肥料（N+P2O5+K2O≥80g/L，主要原料：糖蜜） 

试验背景：于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以不同浓度有机水溶肥料为供试肥料（有机

质浓度：30g/L、50g/L、100g/L、200g/L），以小白菜为供试作物，在苗期、旺盛生长期稀

释 300 倍浇施，对照处理浇施等量清水，底肥选用硝硫基 15-15-15，40kg/亩翻入土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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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肥均由眉山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提供），在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进行小区试

验，本试验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小区面积 150m
2，土壤背景为有机质 0.3%、碱解氮

40.7mg/kg、速效磷 21.8mg/kg、速效钾 114mg/kg、pH6.5。 

调查项目：生物量、根重、株高、叶绿素、土壤养分。 

试验结果：施用有机水溶肥料效果突出，糖蜜富含氨基酸、黄腐酸等多种有机营养，能

有效促进作物生长，对比清水处理，生物量增加 2.14%~15.9%，根系增重 1.81%~12.22%，

叶绿素和株高得到明显提高，从表 13 数据可以看出，在 0g/L~200g/L 浓度条件下，随着有

机质含量的增加，小白菜生物性状越好，生物量和有机质浓度呈正相关，处理二（30g/L）

各生理指标较清水处理略好，但效果不显著，处理五（200g/L）生物量最高为 3.79kg；从表

14 土壤养分分析看，土壤 pH 略有降低，有机质含量得到改善，土壤中的碱解氮较清水处理

高，可能是富含有机质的土壤离子交换能力增强，能有效吸附养分，保持土壤肥力。综合试

验效果看，推荐有机水溶肥的有机质含量不低于 50g/L。 

表 13 有机水溶肥料对小白菜生物性状的影响 

处理编号 生物量（kg/m2） 株高（cm) 叶绿素 根重（g） 
较清水增产 

处理一（清水） 3.27±0.11c 19.53±0.95b 20.10±1.00b 2.21±0.09b - 

处理二（30g/L） 3.34±0.12ab 19.59±0.94ab 20.52±0.89a 2.25±0.06b 2.14% 

处理三（50g/L） 3.55±0.12b 20.38±0.96a 20.67±0.95a 2.33±0.16ab 8.56% 

处理四（100g/L） 3.73±0.13a 20.52±0.89a 20.88±0.92a 2.46±0.10a 14.07% 

处理五（200g/L） 3.79±0.13a 20.56±0.89a 20.75±0.92a 2.48±0.14a 15.90%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14有机水溶肥料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处理编号 
碱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有机质 

% 
pH 

处理一（清水） 23.7±1.09 b 40.0±1.85 a 58.3±2.25 a 0.2±0.01 b  6.1±0.25 a  

处理二（30g/L） 26.2±1.21 a 40.7±1.90 a 60.6±2.45 a 0.3±0.02 a 6.2±0.26 a 

处理三（50g/L） 26.0±1.22 a 40.7±1.78 a 62.6±2.58 a 0.5±0.02 a 6.3±0.28 a 

处理四（100g/L） 26.4±1.14 a 41.5±1.69 a 63.3±2.50 a 0.5±0.02 a 6.2±0.27 a 

处理五（200g/L） 25.8±1.15 a 39.0±1.70 a 60.8±2.51 a 0.5±0.03 a 6.2±0.28 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粉剂有机水溶肥料（N+P2O5+K2O≥25%，主要原料：海藻提取物） 

试验背景：于 2021 年 5 月-2021 年 7 月，以不同浓度有机水溶肥料为供试肥料（有机

质浓度：0%、5%、10%、20%、40%），以茄子为供试作物，在开花前 1 次、膨果期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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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按亩用量 5 公斤/亩/次，滴灌，其他用肥农户统一操作（底肥脲基 15-15-15 40 公斤/

亩，追肥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10 公斤/亩/次），有机水溶肥料由眉山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

限公司提供，在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进行小区试验，本试验每个处理种植面积为 133.4m
2，

土壤背景为有机质2.0%、碱解氮47.88mg/kg、速效磷41.88mg/kg、速效钾72.05mg/kg、pH6.5。 

调查项目：产量（门果）、单果重、果茎、果长、土壤养分。 

试验结果：施用有机水溶肥料的茄子效果突出，海藻提取物富含小分子生物刺激素，能

促进果实膨大增产，对比处理一（0%），产量增加 9%~26%，平均单果重提高 7%~18%，

果长、果茎明显增大，果长增加 5%~13%，果茎增加 3%~16%，从表 15 可以看出，随着有

机营养的增加，茄子的产量增产明显；从表 16 土壤养分分析，土壤 pH 降低，有机质含量

得到改善，土壤中的速效钾增加，可能是富含有机质的土壤离子交换能力增强，能有效吸附

养分，保持土壤肥力。综合试验效果看，推荐有机水溶肥的有机质含量不低于 5%。 

表 15有机水溶肥料对茄子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编号 门果产量（kg） 单果重/g 果长 cm 果茎 mm 较 0%增产 

处理一（0%） 63.89±1.82c 397.26±3.58b 23.27±1.15b 68.25±2.87b  - 

处理二（5%） 69.38±1.20ab 425.34±2.75ab 24.52±0.89ab 70.34±2.37ab 9% 

处理三（10%） 70.62±1.38b 459.30±2.46a 24.50±0.56ab 73.52±2.65ab 11% 

处理四（20%） 76.38±1.47a 468.34±2.16a 25.98±0.62a 79.36±2.17a 20% 

处理五（40%） 80.75±1.27a 470.65±1.84a 26.31±1.22a 77.21±1.96a 26%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16有机水溶肥料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处理编号 
碱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有机质 

% 
pH 

处理一（0%） 39.26±1.57a 63.89±2.03c 76.25±2.25b 2.6±0.08b  6.0±0.25a  

处理二（5%） 34.15±1.31b 72.35±1.90bc 76.89±1.97b 2.8±0.06b 6.0±0.13a 

处理三（10%） 40.28±1.22a 76.38±1.87b 79.21±2.05ab 2.8±0.12b 6.3±0.08a 

处理四（20%） 39.87±1.18a 78.14±1.63a 86.37±1.83a 3.2±0.06a 6.2±0.23a 

处理五（40%） 40.13±1.25a 78.25±1.57a 83.27±1.86a 3.5±0.03a 6.3±0.15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3、液体有机水溶肥料（N+P2O5+K2O≥200g/L，主要原料：黄腐酸） 

试验背景：于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以不同浓度有机水溶肥料为供试肥料（有机

质浓度：50g/L、100g/L、200g/L），以小白菜为供试作物，在苗期、旺盛生长期稀释 300

倍浇施，对照处理浇施等量清水，底肥选用硝硫基 15-15-15，40kg/亩翻入土中（试验用肥

均由眉山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提供），在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进行小区试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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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复，小区面积 150m
2，土壤背景为有机质 0.2%、碱解氮 38.7mg/kg、

速效磷 23.8mg/kg、速效钾 108.9mg/kg、pH6.5。 

调查项目：生物量、根重、株高、叶绿素、土壤养分。 

试验结果：施用有机水溶肥料效果突出，能刺激植物生根，增加叶绿素，能有效促进作

物生长，对比清水处理，叶绿素和株高得到明显提高，生物量增加 9.84%~17.52%，根系增

重 2.6%~10.69%。从表 17 数据可以看出，在 50g/L~200g/L 浓度条件下，随着有机质含量的

增加，小白菜生物性状越好，生物量和有机质浓度呈正相关，处理四（200g/L）各生理指标

较清水处理效果显著，处理四（200g/L）生物量最高为 3.83 kg/m
2；从表 18 土壤养分分析看，

土壤 pH 较土壤背景有所下降，有机质含量得到改善，土壤中的碱解氮、速效钾、速效磷较

清水处理高，可能是有机质增强了土壤离子交换能力，有效吸附土壤养分，保持土壤肥力。

综合试验效果看，推荐有机水溶肥的有机质含量不低于 50g/L。 

表 17有机水溶肥料对小白菜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编号 生物量（kg/m2） 株高（cm) 叶绿素 根重（g） 
较清水增产 

处理一（清水） 3.35±0.12b 19.24±0.23c 19.90±0.29b 2.18±0.01b - 

处理二（50 g/L） 3.66±0.13ab 19.87±0.19bc 21.00±0.26ab 2.24±0.03b 9.84 

处理三（100 g/L） 3.70±0.10ab 20.77±0.37ab 20.95±0.34a 2.37±0.02a 10.23 

处理四（200 g/L） 3.83±0.10a 21.46±0.32a 21.12±0.26a 2.42±0.03a 17.52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18有机水溶肥料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处理编号 碱解氮（m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有机质（%） pH 

处理一（清水） 37.80±0.74b 64.95±2.79b 70.10±3.40b 2.33±0.14b 6.07±0.09b 

处理二（50 g/L） 36.16±0.60ab 69.16±1.90b 72.52±2.30ab 2.51±0.15b 6.13±0.06ab 

处理三（100 g/L） 38.77±0.72ab 78.16±1.55a 77.23±2.47ab 2.6±0.13a 6.3±0.1ab 

处理四（200 g/L） 38.49±0.73a 82.41±1.99a 81.33±2.00a 2.83±0.19a 6.35±0.07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4、粉剂有机水溶肥料（N+P2O5+K2O≥20%，主要原料：植物氨基酸） 

试验背景：于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以不同浓度有机水溶肥料为供试肥料（有机

质浓度：0%、3%、5%、10%），以小白菜为供试作物，在苗期、旺盛生长期稀释 600 倍浇

施，底肥选用硝硫基 15-15-15，40kg/亩，施肥后翻耕（试验用肥均由眉山市新都化工复合

肥有限公司提供），在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进行小区试验，本试验每个处理设置 3 个重

复，小区面积 150m
2，土壤背景为有机质 0.3%、碱解氮 35.6mg/kg、速效磷 25.4mg/kg、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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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钾 117.3mg/kg、pH6.5。 

调查项目：生物量、根重、株高、叶绿素、土壤养分。 

试验结果：施用有机水溶肥料效果优异，对植物光合作用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使光合

作用更加旺盛。本实验中，添加有机质能刺激植物生根，增加叶绿素，能有效促进作物生长，

对比对照处理，叶绿素和株高得到明显提高，生物量增加 1.72%~14.19%，根系增重

1.34%~16.96%。从表 19 数据可以看出，在 0%~10%浓度条件下，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

小白菜生物性状越好，生物量和有机质浓度呈正相关，处理四（10%）各生理指标较处理一

效果显著，处理四（10%）生物量最高为 5.31kg/m
2；从表 20 土壤养分分析看，土壤 pH 较

土壤背景有所下降，有机质含量得到改善，土壤中的速效磷、速效钾较清水处理高，可能是

有机质增强了土壤离子交换能力，有效吸附土壤养分，保持土壤肥力。综合试验效果看，推

荐有机水溶肥的有机质含量不低于 5%。 

表 19有机水溶肥料对小白菜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编号 生物量（kg/m2） 株高（cm) 叶绿素 根重（g） 
较清水增产 

处理一（0%） 4.65±0.04b 19.93±0.2b 21.40±1.00b 2.24±0.05c - 

处理二（3%） 4.73±0.11b 21.21±0.56a 21.68±0.44b 2.27±0.05bc 1.72 

处理三（5%） 5.06±0.11ab 21.5±0.29a 21.87±0.35b 2.59±0.15ab 8.82 

处理四（10%） 5.31±0.19a 21.67±0.17a 24.34±0.92a 2.62±0.1a 14.19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20有机水溶肥料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处理编号 碱解氮（m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有机质（%） pH 

处理一（0%） 37.46±0.68ab 70.88±3.49b 73.51±2.62b 2.49±0.11a 6.13±0.02c 

处理二（3%） 37.39±0.76b 74.70±1.60ab 76.63±1.13b 2.50±0.04a 6.25±0.07bc 

处理三（5%） 39.27±0.58ab 77.84±1.86ab 77.90±1.87ab 2.61±0.01a 6.42±0.06ab 

处理四（10%） 39.65±0.53a 81.85±1.68a 83.40±1.48a 2.65±0.04a 6.48±0.05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5、其他参编单位田间效果验证 

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氨基酸有机水溶肥料-水剂，氨基酸≥100 g/L，微量元素

20 g/L，有机质 180 g/L）。 

苗期至抽蔓期用氨基酸水溶肥料 400 倍液喷施 2 次，间隔 7 天 1 次；初花期至结荚期用

氨基酸水溶肥料 500 倍液喷施 4 次，间隔 10 天 1 次(A)。对比当地常规施肥（CK）、当地

常规施肥+清水对照（B），田间肥效试验表明在春植豇豆上喷施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促进



 25 / 28 

 

植株生长、延迟叶片衰老黄化 7 天，增产 275.35kg/667m
2，增产率达 15.69%，增加纯收益

1289.10 元/667m
2。同时，与对照（常规施肥）相比，施用氨基酸水溶肥料能促进主蔓生长，

增加单株叶片数、单叶面积，提高荚长、单荚重，且叶色更深，并能延缓叶片黄化。 

表 21 不同处理豇豆产量统计和经济效益分析 

 

处理 

小区产量（kg） 平均产量 

（kg/667m2） 

比 CK 增产

（kg/667m2） 
增产率% 

Ⅰ Ⅱ Ⅲ 平均 

CK 107.10 106.20 106.50 106.60 1755.31 - - 

A 123.30 123.30 123.50 123.37 2030.66 275.35 15.69 

B 107.30 107.50 107.32 107.37 1766.73 11.42 0.65 

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腐植酸有机水溶肥料，N+P2O5+K2O≥350g/L，微量元素

3g/L，腐植酸 30g/L，有机质 50g/L）。 

对比当地常规施肥（处理 1）、当地常规施肥+清水对照（处理 2），在葡萄生长期复

隔 7-10 天 800 倍滴灌一次，共施 5 次，每次每亩用量 5L (处理 3)。田间肥效试验表明在葡

萄上施用氨基酸水溶肥料，比施用清水增产 11.3%，比常规施肥增产 13.6%，达到显著的增

产效果，与等量清水产投比为 4.08 倍，与常规施肥产投比为 4.8 倍。 

表 22 不同施肥处理对葡萄（阳光玫瑰）产量的影响 

处理 
小区产量（kg） 

比处理 1 增加% 比处理 2 增加% 
重复 I 重复Ⅱ 重复Ⅲ 重复 IV 平均 

1 291 295 298 296 295 - - 

2 302 296 305 301 301 2.0 - 

3 338 335 329 338 335 13.6 11.3 

 

（五） 指标确定原则 

本标准参考了《NY/T 3831-2021 有机水溶肥料 通用要求》、《GB/T 17419-2018 含有

机质叶面肥料》以及《NY/T 1107-2020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 1106-2010 含腐植酸水

溶肥料》、《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等相关标准，结合

国内市场产品分析与登记信息，并根据不同有机资源、不同添加量的农化试验验证结果（有

机质含量大于 5.0%或 50g/L 肥效明显），我们把有机水溶肥料中的有机质含量定为≥5.0%或

50g/L。同时，为满足作物营养均衡需求及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大量元素总养分定为 5.0%或

50g/L 以上和水不溶物≤1.0%或 10g/L。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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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了与其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其

他行业标准没有矛盾。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目前尚未发现有国际及国外有机水溶肥料的标准颁布。此标准填补国内外空白的。本团

体标准的建立，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扩大产品应用面，促进有机水溶肥料的

进一步规范推广和使用。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推广措施：目前，有机质在水溶肥上已普遍应用，但是产品质量层次不齐、没有统一规

范的标准。随着有机水溶肥料团体标准的制定，参标企业将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有效规范该

类产品的生产和应用，严把质量关、确保农户用上放心肥、真化肥。同时，参标企业将发挥

各自优势，通过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对销售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术培训、充分发挥营销

网路优势，加大产品推广宣传力度，扩大产品市场规模，增加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预期效果：现有工作基础上，通过标准的建立，丰富产品系列，继续开展有机质水溶肥

料的推广应用效果验证，尤其是在不同作物、不同土壤类型及土壤改良等多方面田间效果试

验，发挥有机质水溶肥料在提高肥料利用率、改良土壤、提高作物抗逆性和品质上的作用。

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形成系列有机水溶肥料通用型或专用型产品、建立完善销售渠道。推动

有机水溶肥料升级成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更好地规范有机质在水溶肥料中的生产应用和指

标检测，引导水溶肥行业产品向高效、绿色、环保方向发展，在土壤修复、农作物种植、食

品安全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新贡献，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效益。 

九、其它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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