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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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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沧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全凤、郭志顶、孙一、孙立春、白玥、石鹤飞、武婷、赵爽、费正义、张立

树、崔荣飞、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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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轮作农田氮素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麦-玉米轮作农田氮素管理技术的术语和定义、氮素盈余指标确定、氮素合理用量

确定、氮肥种类、氮素推荐用量及施肥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沧州潮土一年两熟区小麦-玉米轮作农田氮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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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氮素管理

以获得高产优质农产品、降低氮素面源污染、实现作物可持续集约化生产为目标的氮素科学施用方

法和技术。

3.2

氮素年盈余量

单位面积农田周年不同来源的氮素（肥料、秸秆、种子、大气沉降、灌溉水）的输入总量与输出总

量（籽粒吸氮量、秸秆吸氮量和氮损失量）之差值。

3.3

氮素年损失量

单位面积农田周年氮素损失总量，包括地表径流、淋洗、氨挥发和N2O的排放。

4 氮素盈余指标确定

氮素盈余指标的确定见附录A。

5 氮素合理用量确定

通过建立潮土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周期内不同产量作物的施氮量与氮素盈余量、施氮量与氮素损

失量的相关数学模型，确定氮肥施用范围。

6 氮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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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化学氮肥

氮肥可选择单质肥料或含氮的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肥料的使用按照NY/T 496中的规定执行。

6.2 有机肥

选用腐熟的有机肥作基肥，一次性施入。

有机肥代替化学氮肥用量按式（1）计算：

N = M × a b······················································ (1)

式中：

N —有机肥替代管理方式下，化学氮肥替代用量，单位为kg﹒hm
-2
；

M —有机肥用量，单位为kg﹒hm
-2
；

a —有机肥总氮含量，单位%；

b —有机氮矿化系数经验值，小麦季为0.4，玉米季为0.2。

6.3 缓释氮肥

采用基肥一次性施入，小麦选用缓释期90d的氮缓控释肥料，玉米选用缓释期60d的氮缓控释肥料，

缓释氮素占比30%左右。

7 氮素推荐用量

7.1 冬小麦

冬小麦目标产量与氮素管理见表1。

表 1 冬小麦目标产量与氮素管理

目标产量

kg﹒hm
-2

施纯氮（N）量

kg﹒hm
-2

氮 素 调 控

高于7500 170 ≤施氮量<200 50%基施，剩余50%返青后追施

6000～7500 140≤施氮量<170 60%基施，剩余40%返青后追施

4500～6000 110≤施氮量<140 70%基施，剩余30%返青后追施

7.2 夏玉米

夏玉米目标产量与氮素管理见表2。

表 2 夏玉米目标产量与氮素管理

目标产量

kg﹒hm
-2

施纯氮（N）量

kg﹒hm
-2

氮 素 调 控

高于8250 180≤施氮量<210 60%基施，剩余40%在大喇叭口期追施；或施用缓释氮肥

6750～8250 150≤施氮量<180 60%基施，剩余40%在大喇叭口期追施；或施用缓释氮肥

5250～6750 120≤施氮量<150 60%基施，剩余40%在大喇叭口期追施；或施用缓释氮肥

8 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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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小麦施肥方法

8.1.1 基肥

撒施后翻耕:在玉米秸秆还田后，犁地前，将肥料均匀撒施于地表，随耕作翻入土壤；或种肥同播。

8.1.2 追肥

开沟条施，或结合浇水施用水溶肥料；在小麦孕穗期至灌浆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可喷施1%～2%

尿素水溶液450kg﹒hm
-2
～750kg﹒hm

-2
。

8.2 玉米施肥方法

8.2.1 基肥

撒施后翻耕:将肥料均匀撒施于地表，随耕作翻入土壤；或种肥同播。

8.2.2 追肥

开沟条施，或结合浇水施用水溶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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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氮素盈余指标确定

A.1 输入总量（ITotal）

输入总量为各输入项之和，按式(A.1)计算：

ITotal = If + Ist + Ise + Ii + Ia··········································(A.1)

式中：

If ——表示氮肥输入氮量，根据农户跟踪调查所施肥料种类、数量和肥料包装上所标示养分含量计

算，单位kg∙hm-2 ；

Ist——表示秸秆还田输入氮量，秸秆还田输入氮=秸秆产量×秸秆还田率×秸秆氮含量，单位为kg

∙hm-2；

Ise——表示种子输入氮量，种子输入氮=播种量×作物籽粒氮含量，单位为kg∙hm-2；

Ii——表示灌溉水输入氮量，灌溉输入氮=整个轮作周期灌溉量×灌溉水氮含量单位为kg∙hm-2；

Ia——表示大气沉降输入氮量，来自文献汇总结果，单位为kg∙hm-2。

A.2 输出总量（OTotal）

输出总量为各输出项之和，按式(A.2)计算：

OTotal = Og + Ost + Or··············································(A.2)

式中：

Og ——表示小麦玉米籽粒吸氮量，籽粒吸氮量=作物籽粒产量×籽粒氮含量，单位为kg∙hm
-2
；

Ost——表示小麦玉米秸秆吸氮量，秸秆吸氮量=秸秆产量×秸秆氮含量，单位为kg∙hm
-2
；

Or ——表示氮损失量，包括地表径流、淋洗、氨挥发和 N2O 排放，单位为kg∙hm
-2
。

A.3 氮素盈余量

氮素盈余量是基于物质平衡原理“盈余=输入-输出”，通过投入和产出量化计算结果，判断土壤氮

素盈余/缺损的状况，以此评价氮素投入对土壤肥力、农业生产和环境的影响，具有简单、直观、数据

易得的特点。

氮素盈余平衡量按式(A.3)计算：

A = ITotal − OTotal·················································(A.3)

式中：

A——表示氮素在土壤中的平衡总量，单位kg∙hm
-2
，如果A是正值，表示土壤氮素盈余，对环境污染

有潜在影响；A是负值，表示土壤氮素亏损，对农业生产可持续性有潜在影响；

ITotal ——表示输入总量，单位为kg∙hm
-2
；

OTotal——表示输出总量，单位为kg∙hm
-2
。

A.4 氮素损失量（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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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氮素流失量

氮素流失量=肥料氮施用量×肥料氮素流失率(%)+对照处理氮素流失量。

A.4.2 氮素淋失量

氮素淋失量=肥料氮施用量×肥料氮素流失率(%)+对照处理氮素流失量。

A.4.3 N2O排放量

小麦田N2O损失量与施氮量的相关数学模型为：y = 0.54e
0.0063x

。

玉米田N2O损失量与施氮量的相关数学模型为：y = 0.48e
0.0058x

。

A.4.4 NH3挥发量

A.4.4.1 收集装置

用聚氯乙烯硬质塑料管制成，内径15cm，高10cm。将两块厚度均为2cm、直径为16cm的海绵均匀浸

以15mL的磷酸甘油溶液（50mL磷酸+ 40mL丙三醇，定容至1000mL）后，置于硬质塑料管中，下层的海绵

距管底5cm，上层的海绵与管顶部相平。

A.4.4.2 测定方法

收集土壤挥发氨于施肥后的当天开始，在各小区的不同位置，分别放置5个收集装置，次日早晨8:00

时取样。取样时，将通气装置下层的海绵取出，迅速按小区分别装入塑料袋中密封；同时，换上另一块

刚浸过磷酸甘油的海绵。上层的海绵视其干湿情况3d～7d更换1次。把取下的海绵带回试验室，测定其

中吸收的氨（第1周，每天取样1次；第2周～3周，视测到的挥发氨数量多少，每1d～3d取样1次，以后

取样间隔可延长到7d，直至监测不到氨挥发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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