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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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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惠文，徐明恺，李想，李婷婷，李旭，彭湃，王秀娟，王恩彪，苏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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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菌剂降磺酰脲类农药功效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微生物改良技术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技术要求、方法

和改良效果评估等。

本文件适用于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的微生物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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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7-2006 农用微生物菌剂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NY/T 2067-2011 土壤中13种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磺酰脲类除草剂 sulfonylurea herbicides

由芳香基、磺酰脲桥和杂环三部分组成的一类除草剂。

注：包括氯嘧磺隆、苯磺隆、甲磺隆、苄嘧磺隆、噻吩磺隆、氟胺磺隆等。

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 soil with herbicides residue obstacles

由于长期施用导致除草剂过量残留，造成敏感作物生长发育异常等现象的土壤。

微生物改良法 microbial improvement method

在土壤中施入适宜的微生物菌剂，通过微生物新陈代谢活动，达到改良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的方法。

微生物菌剂 microbial agents

目标微生物（有效菌）经过工业化生产扩繁后加工制成的活菌制剂。

注：本文件中的生物菌剂特指具有降解磺酰脲类除草剂功能的微生物产品。

4 通则

综合考虑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的土壤类型和严重程度，当地的气候特点及种植需求，合

理选择微生物菌剂进行投加，实施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微生物改良。

按照所选用菌剂的标签或说明书的规定实施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微生物改良，注意对职

业健康和环境风险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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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壤中除草剂残留障碍的消减为重点，对关键指标进行记录统计，通过改良措施实施前后或实

施区与未实施区的比较，科学评估微生物改良效果。

5 改良技术

土壤状况调查

对土壤中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情况进行调查，并按照NY/T 2067-2011检测除草剂含量。核实并

分析调查资料及检测结果的完整性、有效性、准确性。

技术步骤

5.2.1 清除土壤异物，平整土地。

5.2.2 根据前期调查的土壤中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情况，选用符合 GB 20287-2006 标准且已获得

农业主管部门使用登记的微生物制剂，并确定施用量及施入方式。

5.2.3 如选择表面撒施可利用旋耕机进行微生物制剂与土壤的混拌；如选择集中施用（条施、穴施、

环状施、冲施、滴灌等）可覆土处理。

5.2.4 30-60 天后，正常种植作物，田间浇水、施肥、施药均以常规方式进行。

6 证实方法

试验方法

6.1.1 土壤样本采集

采集改良措施实施前后或实施区与未实施区土壤样本分别作为供试样本与对照样本，每个样本设3

个重复。具体操作依据GB/T 36197，1 ㎡内应采集5个子土壤样品混成一个土壤样本。现场采样范围内

随机布设多个样品采集点，采集表层（0-20 cm）土壤，土壤样品采集前，应去除土壤表面覆盖物，采

集样品应避光、密封、4℃冷藏保存。

6.1.2 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量测定

按照NY/T 2067-2011规定方法检测土壤中除草剂含量。

6.1.3 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土壤功能障碍测定

6.1.3.1 敏感作物苗期出芽率测定

将采集的土壤样本过2 mm筛进行充分混匀。取磺酰脲类除草剂敏感作物玉米种子6份，每份100粒，

分别种植于3个供试样本与3个对照样本中，置于20~25℃温箱中或者常温下室内进行培养。为了保证种

子发芽条件的适宜，在发芽期需要每天观察发芽情况及土壤的湿润情况，必要时适当补充水分，7天后

测定发芽率。

按照式（1）计算：

发芽率（%）＝
全部发芽的种子粒数

供作发芽的种子粒数
×100 ………………（1）



DB XX/T XXXX—XXXX

3

6.1.3.2 敏感作物苗期根长测定

将采集的土壤样本过2 mm筛进行充分混匀。选取敏感作物玉米分别种植于3个供试样本与3个对照样

本中，用灭菌去离子水调节土壤的湿度至25%左右，置于20~25℃温箱中或者常温下室内培养，每隔两天

调节土壤含水量一次，使其保持恒定。播种30天后测定植株的主根长。

效果判定

6.2.1 改良效果

微生物改良效果分为达标和不达标。达标表示改良效果已达到除草剂残留障碍消除目标，不达标表

示改良效果未达到除草剂残留障碍消除目标。

6.2.2 改良效果评估标准

改良效果评估标准包括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量、敏感作物苗期出芽率、敏感作物苗期根长。同时符

合以下三项的，判定为达标；任意一项不符合的，判定为不达标。

A）改良后，供试样本与对照样本相比，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量降低率应大于或等于 10%。

B）改良后，供试样本与对照样本相比，敏感作物苗期出芽率显著提升，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判定，

显著性水平应小于或等于 0.05。

C）改良后，供试样本与对照样本相比，敏感作物苗期根长显著提升，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判定，显

著性水平应小于或等于 0.05。

6.2.3 改良效果评估报告编制

改良效果达到除草剂残留障碍消除目标后，编制磺酰脲类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微生物改良技术要求

评估报告，若改良效果未能达到除草剂残留障碍消除目标，分析其原因，并重新评定改良技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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