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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的方案设计、山11J1操作、数据分析、肥效评价和报告撰'了o

本标准适用于肥料效应鉴定的田问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i,f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274---1997 月巴料和土壤调理剂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复混肥料 compound fertilizer
见GB/T 6274-1997中2. 1. 170

3.2

微量元素(微盆养分)trace element; micronutrient

见“B/T 6274-1997中2.1.25.30

3. 3

中t元素

对钙、镁、

secondary element

硫元素的通称

3.4

微生物肥料 microbial manure

由有益微生物制成的，并起主要作用，能改善作物营养条件的活体微生物制品

3.5

常规施肥 regular fertilizing
亦称习惯施肥，指当地前三年的平均施肥量(主要指氮、磷、钾肥)、施肥品种和施肥方法

3. 6

空白对照 control

无肥处理，用于确定肥料效应的绝对值，评价土壤自然生产力和计算肥料利用率等

4 基本规定

4门 试验设计

4. 1门 试验方案

4.1.1.1 试验处理:根据试验(I的和施肥方法设计试验处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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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处理设计

施肥力法 试 7ti 处 理

复混肥料
1的卫

处理 1:供试肥料

处理 2:常规施肥
不少 于

_ _ 迎
t个

理 3空白对照(不施任何肥料〕

中员元索和微份元素肥料

        不少 t2个
一处理
} 处理

I供试肥料一常规施肥

2常规施肥

拌种

喷施

一 不，丁一 不 I: 1#iMM+ k A5 7C                                          }处理 2:等量细土丰常规施肥

不少于 2个
处理飞:供试肥料 卜常规施肥

处理 2:等量清水布常规施肥

一

一
一
t一

    微生物肥料在表1的基础 卜，在每种施肥方法中，增加一个处理，即基质对照(基质是指活性微生物

肥料试验样品，采用放射灭菌或医用高压高温灭菌达到一定要求的样品);其他肥料，根据其功能特性，

另行没计_

4.1.1.2 试验贡复:试验重复次数不少于4次。

4.1.2 试验方法

    两个处理的出间试验采取配对没计，多于两个处理的田间试验采取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小区肉积

29 m=-加m'.密植作物小些，中耕作物大些。小区宽度，密植作物不小于3m，中耕作物不小于4m 果

树类选扦土壤肥力差异小的地块和树龄相同、株形和产量相对一致的单株成年果树进行试验，每个处理

不少于6株〕试验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土壤，试验点不少于3个

4.2 田间操作

4.2门 试验作物与试验年限

4.2.1.1 试验作物:选择供试肥料适宜的作物品种。

4.2.1.2 试验年限:一般作物试验两季，果树类不少于三年。

4.2.2 试验地选择和试验准备

4.2. 2. 1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应选择地块平坦、整齐、肥力中等、均匀，具有代表性的地块。坡地应选择坡度平缓，肥力莽异

较小的田块;试验地应避开道路、堆肥场所等特殊地块

4.2-2.2 试验准备

    整地、设置保护行、试验地区划;小区单灌单排，避免串灌串排;分析供试地土壤养分状况，包括有机

质、个氮、有效磷、速效钾、pH值等，其他项目根据试验要求检测;分析供试肥料养分(或作用物质)，或

山企!L提交近期法定检测部门的化验报告

4.2. 3 施肥措施

    根据试验方案和供试肥料要求进行田间操作

4.2.4 田间管理与观察记载

4. 2.4门 [if间管理:除施肥措施外，其他各项管理措施应一致，且符合生产要求，并由专人在同一大内

完成〔、

4，242 观察记载:田间记录观察内容包括(详见附录A):

          试验布 .;

        试验地基本情况:

        川问操作;

        生物学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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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

4.2.5 收获与计产

    收获和计产应11确反映试验结果:

          甸个小区单打、单收、单汁产或取代表性样方测产;

          先收保护行植株;

          棉花、番茄、黄瓜、西瓜等分次收获的作物，应分次收获、计产.最后累加;

        室内考种样本应按要求采取.并系好标签 记录小区号、处理名称、取样日期、采样人等

4. 3 试验数据分析及肥效评价

4. 3. 1 试验数据分析

    试验结果的统汁分析(详见附录B):

    一 两个处理的配对设计，应按配对设计进行r检验;

    -一多于两个处理的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采用方差分析，用P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4. 3.2 肥效评价

    肥效评价(除微生物肥料外)主要比较处理 I和处理2两个处理的差异;微牛物肥料主要比较微牛

物肥料和基质对照两个处理的差异。

4. 3.2门 以提高产最为主要功效的肥料产品

    符合下述指标的为有效肥料产品:

          田问试验增产5%以上的试验点不少于总试验点数的三分之二;

        一单因子田I句试验统计检验，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的试验点不少于总试验点数的三分之二.

4. 3.2. 2 以改善品质或改善环境为主要功效的肥料产品

    可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性地参照本标准4.3.2.1的指标执行。

4.4 试验报告撰写

4.4.1 试验来源和目的。

4.4.2 试验时间和地点。

4.4. 3 材料与方法:

    一供试土壤;
      一供试肥料;

    一 供试作物;

        试验方案和方法

4.4.4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不同处理对作物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一 一不同处理对作物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投人产出比;

        一试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4.4. 5 试验结论

4.4. 6 试验执行单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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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观察记录表

肥料效应鉴定田问试验观察记录表

村

月

试验布?7-

试验地点 省 地 县

试验时问 年 月 11 t

试验方案设计

试验处理:

地块

日

乡

年

iv复次数:

试验方法设计

小区A积:长(m) X宽(m)=     m

小区排列:(采用图不)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地形:

土壤类烈:

肥力等级:

前茬作物名称:

前茬作物产量:

土壤分析结果:

土壤质地:

代表面积: (h-̀)

前茬作物施肥m:有机肥 氮(N) 磷(P>0) 钾(K()) 其他

试验地土壤分析结果

分 析 项 目 分 析 结 果

有机质

g/kg

全氮

g, kg,

黑

摆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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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问操作

供试作物

播种期和播种吊

施”巴时间和数4i

灌溉时问和数量

其他农事活动及灾害

，卜物学性状

试验结果

产附

小区产量结果

试验处理
小区面积

小区产量

  kg

重复 1 一 重复2 重复 3 重复 d 平均值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公顷产最结果

试验处理

  产量

kg/h.'
增产率

  %
重复 I 重复 2 重复 3 重复A 平均值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生

rir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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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结果的分析示例

B.1  R对设计(见表 B.1)

表 B门

  处理 2

    x

  129. 5

  115.5

  120. 0

  144. 5

  127. 4

  609.5

配对设计试验结果统计 单位为千克每公顷

处理

重复 厂 d 一d (d,  d1

x 一xr

:::
6 25 弓9 oc

155. 0

187, 5

168. 1

672 场

一 2 75

一 5 75

2 25

7 污6

s3. 065. 0 r,

打

朋

肠

招

10. 75汉
丫︺

单次标准差S,二 又(d,-d)'
n一 1 认84. 73一一5.31

均数标准差、:一S,一5.31/:一2.66
                        了 n

t-     -hSn一40.75/2.66一‘5.3
自由度u-1=4-1=3,查表得to.as=3.18,t,o,=5.840因t=15. 3>t,_=5. 84，处理1和处理2差

异水平达极显著，说明肥料有极显著效果

B.2 随机区组设计(见表B. 2 )

表 B. 2 随机区组设计试验结果统计 单位为千克每公顷

处理
区组

平均 合计
1 2 3 4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7

平均

合计

  33

  31

  26

  20

27. 5

110

  34

  28

  29

  22

28. 2

113

  32

  26

  30

  17

26. 2

105

29

30

25

20

26

      一

        32. 0

        28. 8

        27. 5

一’9一8

128

115

110

79

了'=432                      z=27

总平方和SS, = (332 +34 a+ ...+202)一_432-4X4= 382
总自由度df,=4 X 4一1=15

处理l'hi平方和SS�=(128̀+1152+1102+792) =4-

处P!pd自由度(dt�=4一1=3

432'4X4= 323. 5

区组问的平方和SS 11 =(I10-'十113"+ 105̀十104=)令4一_432=4 X4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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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问的自由度dj;,-4-1=3

误差平方和SS, =382一323. 5--13. 5=45

处理内(误差)自山度df.-15-3-3=9

将上述结果列表进行方差分析(见表B.3):

                          表 B. 3 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变因 一平方和 .自由度 一 均方 一 F {g
区组1.1

处理间

  误差

总变异

13.5

323.5

  4,,

  382

3 吕6 fi. 09

107 8 21t几6 3. R6 fi. 0q

    当F值)几 卜时，说明处理间差异极显著，在F值上方标以.’;当凡 .>F,妻F,时说明差异显

著，在F值上方标以’;当F值<八 时，说明差异不显著。

    采用PLSI)法进行多重比较，并用字母法表示差异显著性

    d人=9时,v =     2.26,to(=3. 25

PISD

尸ISD .=r�〔〕:X

V 2S,2,一to , X 'V
} I2SrN  n一，.X}

厂一 一一—

2X5.0

    4
=2. 26又1. 58二3. 57

2只5.0

    4
一3. 25只1. 58= 5. 14

    各处理平均数依大小次序排列，在最大的平均数上标字母a(a=0. 05)或A(a=0.01);将该平均数

与以下平均数逐个比较，差异不显著标上字母a或A，直至差异显著的平均数标以b或B。再以该标有b

或比的平均数为标准，与其上方比它大的平均数逐个相比，差异不显著者一律标以字母b或B;再以标

有b或B的最大平均数为标准 与其下方未标记的平均数相比，如此进行比较.直至最小的平均数标记

字母为1上(见表B.4),

                                            表 B. 4 多重比较

处理 平均产量
差异显著性

a=0. 05 - 0.01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4

32. 0

28. 8

27. 5

19.8

  a

a6

b

c

A

A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