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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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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NY/T１５３６—２００７«微生物肥料田间试验技术规程及肥效评价指南»,与 NY/T１５３６—

２００７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补充了技术流程;

b)　更改了微生物肥料田间试验设计及要求的部分内容(见４１,２００７年版的４１);

c)　更改了产品检测方法等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２章);

d)　调整了作物品质的评价指标相关内容(见５２３,２００７年版的附录B).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肥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农村部微生物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姜昕、李俊、马鸣超、沈德龙、曹凤明、关大伟、陈慧君、李力、杨小红.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７年首次发布为 NY/T１５３６—２００７;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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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田间试验与效果评价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生物肥料的田间试验、效果评价和试验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生物肥料的田间试验与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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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４１７２７—２０２２　农用微生物菌剂功能评价技术规程

NY/T４９７—２００２　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技术规程

NY/T７９８—２０１５　复合微生物肥料

NY８８４—２０１２　生物有机肥

NY/T１１１３—２００６　微生物肥料术语

NY/T１１１４　微生物肥料实验用培养基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微生物肥料　microbialfertilizer
含有特定微生物活体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制品,通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

量或促进植物生长,增强抗逆性,提高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环境.
[来源:NY/T１１１３—２００６,２１,有修改]

３２
农用微生物菌剂　microbialinoculantsin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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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直接或间接改良土壤、恢复

地力,维持根际微生物区系平衡,降解有毒、有害物质等作用;应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

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或促进植物生长、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环境.
[来源:GB/T４１７２７—２０２２,３１,有修改]

３３
复合微生物肥料　compoundmicrobialfertilizer
特定微生物与营养物质复合而成,能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

的活体微生物制品.
[来源:NY/T７９８—２０１５,３１]

３４
生物有机肥　microbialorganicfertilizer
特定功能微生物与主要以动植物残体(如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为来源并经无害化处理、腐熟的有

机物料复合而成的一类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效应的肥料.
[来源:NY８８４—２０１２,３１]

３５
常规施肥　regularferti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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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１５３６—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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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NY/T４９７—２００２,３５]

３６
基质　substrate
不含目的微生物的物料或经灭菌处理的供试肥料.

４　技术流程

技术流程见图１.

图１　技术流程

５　田间试验

５１　试验设计

不同类型微生物肥料(有机物料腐熟剂除外)的田间效果试验设计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微生物肥料田间试验设计及要求

项　目
产品种类

微生物菌剂类产品１ 复合微生物肥料和生物有机肥

处理设计

　处理１:供试肥料＋常规施肥

　处理２:基质＋常规施肥

　处理３:常规施肥

　处理１:供试肥料＋常规施肥(或常规肥减量)２

　处理２:基质＋常规施肥(或常规肥减量)２

　处理３:常规施肥(或常规肥减量)２

试验面积

　１旱地作物(小麦、谷子等密植作物除外)小区面积３０m２

　２水田作物、小麦、谷子等密植旱地作物小区面积２０m２

　３设施农业种植作物小区面积１５m２,并在一个大棚内安排整个区组试验

　４多年生果树每小区不少于４株,要求试验地土壤肥力较均匀,试验果树为成年果树,树龄相同、
株形和产量相对一致

重复次数 　不少于３次

区组配置及小区排列 　小区采用长方形,随机排列

施用方法 　按样品标注的使用说明或试验委托方提供的试验方案执行

试验点数或试验年限 　一般作物试验不少于２季或不少于２种不同地区,果树类不少于２年

　　注１:根瘤菌菌剂产品可设减少氮肥用量的处理.
注２:此常规施肥可考虑减量施用常规肥料,即根据产品特性要求适当减少常规施肥用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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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试验准备

５２１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地势平坦,土壤肥力均匀,前茬作物一致,浇排水条件良好.试验地应避

开道路、堆肥场所、水沟、水塘、溢流、高大建筑物及树木遮阳等特殊地块.

５２２　试验地处理

试验实施操作如下:

a)　整地,设置保护行,划分试验小区,各小区间应保持一致;

b)　小区单灌单排,避免串灌串排;

c)　测定土壤的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pH 等;

d)　微生物种类和含量、土壤物理性状指标等其他项目根据试验要求测定.

５２３　供试肥料准备

按试验设计准备所需的试验肥料样品,供试肥料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５２４　供试基质准备

将供试的微生物肥料样品,经灭菌后随机取样,按照附录 A的规定进行无菌检验,确认样品达到灭菌

要求后,留存该样品做基质试验.

５２５　试验作物品种选择

应选择当地主栽作物品种或推广品种.

５３　试验实施

５３１　一般要求

试验设计按５１的规定执行,并做好田间管理、记录、分析和计产等工作.

５３２　田间管理及试验记录

各项处理的管理措施应一致,并进行试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

a)　供试作物名称、品种;

b)　注明试验地点、试验时间、方法设计、小区面积、小区排列、重复次数(采用图标的形式);

c)　试验地地形、土壤质地、土壤类型、前茬作物种类;

d)　施用时间、方法、数量及次数等;

e)　试验期间的降水量及灌水量;

f)　病虫害防治情况及其他农事活动等;

g)　作物的生长状况田间调查,包括出苗率、移苗成活率、长势、生育期及病虫发生情况等.

h)　其他试验数据等.

５３３　收获和计产

收获和计产操作如下:

a)　先收保护行;

b)　每个小区单收、单打、单计产;

c)　分次收获的作物,分别计产,最后累加;

d)　室内考种样本应按试验要求采样,并系好标签,记录小区号、处理名称、取样日期、采样人等.

５３４　作物品质、土壤肥力和抗逆性等记录

根据试验要求,记录供试肥料对农产品品质、土壤肥力、供试作物或果树的抗逆性等的效应.

６　效果评价

６１　产量效果评价

６１１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按 NY/T４９７中相关试验结果的分析示例执行.

６１２　对供试肥料处理与其他处理间的产量进行T 检验、方差分析等差异显著性分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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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增产差异显著水平的试验点数达到总数的２/３以上者,判定该产品有增产效果.

６２　品质效果评价

６２１　评价要求

品质效果评价分为感官品质评价和营养品质评价,评价时两者并重.

６２２　感官评价

包括外观、质地、滋味、气味等.

６２３　营养品质评价

包括:

a)　粮食作物测定总淀粉、蛋白质和脂肪等含量;

b)　叶菜类作物测定干物质、水分、维生素C、粗纤维素、蛋白质、可溶性糖和矿质元素等含量;

c)　根(茎)类作物测定干物质、维生素C、还原糖、淀粉、蛋白质、可溶性糖和总酸等含量;

d)　果菜类作物测定维生素C、水分、总酸、粗纤维素、可溶性糖和可溶性固形物等含量;

e)　柑橘类作物测定可溶性固形物、总酸量、固酸比、可食率;

f)　茶叶类测定茶多酚、水浸出物、氨基酸和茶色素等含量;

g)　中药材及药食同源类测定包括«中国药典»、地方中药材标准等规定的有效成分、浸出物、挥发油、
水分和灰分等;

h)　果品类营养指标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蛋白质、脂肪、淀粉等的含量;风味指标测定可滴

定酸含量、固酸比、单宁等的含量;利用率指标测定出仁率、可食率;功能成分指标测定维生素 C、
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多糖、类黄酮、总黄酮、黄酮苷、花青素、花色素苷、果胶等的含量).

６３　作物抗逆性效果评价

作物抗逆性包括抑制病虫害发生(病情指数记录)、抗盐碱、抗倒伏、抗旱、抗寒及克服连作障碍等方

面.抗逆性指标比对照应提高２０％以上的效果.

６４　土壤改良与修复效果评价

６４１　若同一地块已开展两季以上的肥料试验,测试土壤中的微生物种群与数量、有机质、速效养分、

pH、土壤容重、团粒结构等指标,评价试验样品对土壤的改良效果.

６４２　测定试验作物或土壤中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土壤全盐量等指标,评价试验样

品对土壤的修复效果.

７　试验报告

７１　试验来源和目的.

７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a)　试验时间和地点;

b)　供试土壤分析;

c)　供试肥料;

d)　供试作物;

e)　试验设计和方法.

７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a)　不同处理对作物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b)　不同处理对作物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c)　品质效果评价;

d)　抗逆性效果评价;

e)　土壤改良与修复效果评价.

７４　试验结论.

７５　试验执行单位及主持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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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基质无菌检测方法

A１　原理

供试的微生物肥料样品,经灭菌后随机取样,进行菌落计数检测,根据菌落有无和数量,确认样品是否

达到灭菌要求.

A２　材料和试剂

分别配制 NY/T１１１４中 A１、A９、A１１、A１３四种培养基.

A３　操作步骤

A３１　取样

从基质样品中随机取样.

A３２　样品检验

A３２１　菌悬液的制备

称取样品１０g(精确至００１g),加入带玻璃珠的１００mL的无菌水中,静置２０min,在旋转式摇床上

２００r/min充分振荡３０min,制成菌悬液.

A３２２　加样及培养

在预先制备好的四种固体培养基平板上分别加入０１mL菌悬液,并用无菌玻璃刮刀将菌悬液均匀

涂布于培养基平板表面,重复３次,于适宜温度条件下培养２d~７d.以无菌水作空白对照.

A４　结果判定

空白对照无菌落出现,而其他培养平板上菌落总数不大于５个,则该样品可用作基质试验.反之,应
重新灭菌.空白对照有菌落出现,应重新做无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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