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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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西南大学提出，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

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南大学、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大学、

重庆农业科学院和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丙辉，张所容，赵秀兰，武可明，李海娟，曾强，李

天阳，陈展鹏，徐婷，宋健鸿，张高宁，叶勇，朱康，何明全，廖敦秀，王谊，

李东，何强，方俊华，夏绍兴，颜万漪，伍友娟，李晶，陈述斌，许翻，侯艳，

朱磊，李颖，罗元国，戴修源，李鸿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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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璧山区典型种植业（蔬菜）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规定了监

测点位，监测采样，样品保存和运输，监测内容与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

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其他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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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坡耕地治理技术 GB/T 16543.1-2008

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493-2009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494-2009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495-2009

化肥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HJ 555-2010

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HJ 556-2010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2018

土壤质量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_T 36197-2018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2019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2022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3824-2020

三峡库区园地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指南 DB42/T 1915-2022

璧山区种植业（蔬菜）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定指南

璧山区种植业（蔬菜）面源污染防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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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典型种植业（蔬菜基地）vegetable planting base

以栽培蔬菜为主，大量供给城市蔬菜的地区。可分为常年性蔬菜基地和季节

性蔬菜基地两种。前者一般安排在城市近郊，菜地设施较完善，蔬菜品种多、产

量大。后者一般安排在城市远郊，交通方便、水源充足的地区，多栽培耐运输、

耐贮藏的蔬菜或加工蔬菜，以满足城市蔬菜淡季的供应。

3.2 农业面源污染 agricultur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农田中氮、磷、农药等无机或有机物质，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

漏等途径进入周边水体引起水质污染的过程。

3.3小流域 small watershed

小流域通常是指二、三级支流以下以分水岭和下游河道出口断面为界集水面

积在 50km2以下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然汇水区域。水利上通常指面积小于

50km2或河道基本上是在一个县属范围内的流域。

3.4 地表径流 surface runoff

大气降水或农田灌溉水，一部分蒸发变成水蒸气返回大气，一部分下渗到土

壤成为地下水，其余的水沿着斜坡形成漫流，通过冲沟，溪涧，注入河流，汇入

海洋。这种水流称为地表径流。

3.5 多点采样 multipoint sampling

多点采样指的是在研究区域的不同位置设置多个采样点，以获取更全面和代

表性的数据，供分析化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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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径流池 runoff tank

径流池是一种用于收集和存储降雨期间从地表径流的设施，主要用于农业、

城市和工业区域的水土保持和污染控制。它通过模拟自然水文过程，减缓和储存

径流，有助于减少径流速度，提高水质，并通过沉积作用去除径流中的悬浮颗粒

物和污染物。

3.7 径流小区 Runoff cell

径流小区是对坡地水土流失规律和小流域水土流失规律进行定量研究的一

种测验设施。由边埂、边埂围成的小区、集流槽、径流和泥沙集蓄设备、保护带

及排水系统组成。

4 监测方法

4.1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点位的布设应遵循代表性、随机性、多样性、安全性、方便性、少受干

扰的原则。

代表性原则：选择规模化、大型蔬菜基地作为监测主体，蔬菜种类为该区（县）

重点发展蔬菜种类。监测地块的土壤类型、地块坡度、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栽

培模式、灌排方式等要有一定代表性，地块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水平能够代表所

在区域的正常水平。

随机性原则：在代表性原则之上，随机选取蔬菜基地作为监测主体，保证抽

样的随机性。

多样性原则：选取种植不同种类的蔬菜农田以比较农业面源污染程度。

安全性原则：为确保不受到人为破坏、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纠纷，监测点需

布设在拥有土地产权的试验站或农场。

方便性原则：在设计和选择监测点位过程中，应考虑到调查、采样或样品运

输的便利性，监测点的选择要兼顾交通、工程建设和监测设施维护，以简化监测

任务。

少受干扰原则：监测地块选择在地形开阔的地方，远离村庄、建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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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主干沟渠，以减少外界因素对监测的影响。

4.2监测小区建设

4.2.1 设置原则

径流小区布设应选择在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典型地段，使所建径流小区具

有比较好的代表性，能够反应监测区水土流失的基本特点，无农村生活污水、垃

圾、养殖等其他污染源排放影响。径流小区应考虑观测和管理的方便性；选择布

设小区的坡面横向应该平整，坡度和土壤条件均一，以消除土壤、地形地貌等因

素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在同一流域内布设的小区，应尽量集中，有利于管理和维

护。

4.2.2径流小区构成与建设

径流小区包括围埂、汇流槽、步道、保护带、排水系统和防护设施。

（1）围埂是设置在径流小区边界的隔离设施。围埂的建筑材料应不渗水、

不吸水。一般采用水泥混凝土预制板或 PVC板，水泥混凝土预制板厚 5 cm为宜，

顶部呈向外侧斜的刀刃状。PVC板厚 1~2 mm为宜。围埂上缘出露地表不小于

20 cm，下缘埋深至少 20 cm，围埂相互连接紧密，牢靠耐用。

（2）汇流槽是位于径流小区下边缘，有一定深度的汇集和输送径流的狭窄

通道，汇流槽建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汇流槽位于小区下边缘，长度与径流小区宽度一致，宽度 20 cm~30 cm，

由混凝土或砌砖砂浆抹面制成，中部有导流孔，并安装导流管。

b) 汇流槽内各处深度不同，两侧略浅，中部导流孔处最深，从两侧向中心

应有一定比降，以防止汇流槽积水和泥沙淤积。

c) 汇流槽中部的导流孔直径为 10 ~25 cm，或按 50年一遇年最大 24 h点雨

量设计。

d) 在汇流槽增设拦网，避免枯枝落叶和杂草等堵塞导流孔。

（3）步道是建于径流小区之间的人行过道，便于小区管护和观测。步道宽

度 0.6 ~1.0m，可与保护带合并。

（4）保护带是位于每组径流小区两侧和顶部的区域。保护带内植被或地表

条件应与径流小区一致。两侧径流小区植被状况不同，保护带按就低原则，与植

被高度低的径流小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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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水系统分别位于径流小区上部、左右两侧和下部的集流设备区，分

别排泄小区上部、左右两侧和径流小区来水。一般按 50年一遇年最大 24 h点雨

量设计。

（6）防护设施是避免径流小区及其监测设施设备遭受破坏而安装的保护围

栏、监控设备等。

4.3监测指标及其采样方法

4.3.1 径流水样

（1）取样前，准备好取样瓶、米尺、铁锹、笔、记录表等，放入工具篮中，

带至小区。注意：取样瓶壁应易于清洗、处理，以减少如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类的

微量元素对容器的表面污染。所有的准备都应确保不发生正负干扰。尽可能使用

专用容器。对于新容器，先用洗涤剂清洗，再用纯水彻底清洗。

（2）对照记录表填写好小区号、观测日期、观测人等项目。

（3）检查小区、径流池等是否有异常现象，主要侧重于有无溢流、严重淤

积及分流孔堵塞等现象发生，若有情况，做好相应的记录。

（4）对照记录表填好集流桶号，打开桶盖，将米尺垂直放入桶中至桶底，

读取水面所在刻度值，填入记录表中。每个集流桶，应在不同位置测量水深 4

次。在径流深度量测时，先用铁锹将集流桶内沉积的泥沙滩平，然后测定径流深

度，测定时应注意用力分寸，使米尺接触到泥沙即可，为避免泥沙的高低不平，

径流测定应在不同位置进行，最后取其平均值。

（5）用铁锹搅动集流桶中的泥水，使泥沙与水充分混合达到均匀，用舀子

取样，装入 2个不小于 500 ml的取样瓶中，做好标记及记录。

（6）打开集流桶底阀，然后一边搅动，一边放出泥水，最后用清水将集流

桶冲洗干净。拧紧底阀，盖好桶盖，进入下一个小区的取样工作。

（7）每场降雨后应观测小区径流量，并取泥沙样，清洗分水箱和集流桶。

（8）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遗

漏，应立即补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方案采集到样品，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4.3.2 降水

（1）监测方法：每次降雨后，在次日上午 9点监测降水，头天 9点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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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 9点为 24小时降水量。借助量筒（量雨器配套的雨量筒，测量的水量单位

即为 mm）等工具测量降水量，单位转换为 mm。做好记录。

（2）降水样品采集：24小时的降水量超过 5 mm时，必须单独采集降水水

样。测量降水量后，摇匀量雨器内降水，将降水分装到 2个样品瓶（样品瓶提前

写好编号和采样日期时间）中，水量充足时，保证每瓶水样不少于 500 ml，其中

一个供分析测试，另一个备用。样品采集后，立即送检或冰冻保存。24小时降

水量小于 5 mm时，测量水量后，收集保存水样，将全年所有小于 5 mm的降水

量水样，混合成一个水样，进行测试分析。

（3）注意事项：每次采完样后用蒸馏水将量雨器冲洗干净。采集样品时，

注意量雨器内是否有异物（动物尸体、植株残渣、叶片等），若有则在记录本上

注明备查。

（4）降水水样测试：测试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总氮、总磷、溶

解性总氮、溶解性总磷、氨氮（NH3-N）、硝态氮（NO3-N）、亚硝态氮（NO2-N）

等。

4.3.3 土壤

由于土壤的不均一性，使得各个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此，采集土

样必须按照一定的采样路线和“随机”多点混合的原则。每个采样单元的样点数一

般常是 5~10个点或者 10~20个点，视土壤差异和面积大小而定，但一般不少于

5点。用土钻采集各小区表层 0-20 cm混合土壤样品。将采集到的土壤样品分为

两份，一份为风干样品；另一份为新鲜土壤样品，风干土样的测试指标包括有机

质、全氮、总磷、全钾、Olsen-P、有效钾和 pH；鲜土样的测试指标为土壤硝态

氮和铵态氮含量。

对于新建监测点，监测设施建设期间采集 0-20cm层基础土壤，测定指标包

括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Olsen-P、有效钾、pH和土壤硝态氮、铵态氮和

土壤容重。

注意：采集土壤样品的 5点要求：

（1）每一个点采取的土样厚度、深浅、宽狭应大体一致；

（2）各点都是随机决定的，在田间观察了解情况后，随机定点可以避免主

观误差，提高样品的代表性，主要有两种布点方式：梅花形布点和“S”形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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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样地点应避免田边、路边、沟边和特殊地形的部位以及堆肥的地方；

（4）各点的土壤样品差异不能太大，不然就要根据土壤差异情况分别采集

寄个混合土样，使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5）下雨天不适合采集土样。

4.3.4 植物

按经济产量部分（如籽实）和废弃物部分（如茎叶）分别采集、制备植物样

品。

（1）经济产量部分：记载每个小区经济产量，多点混合采集、制备籽实样

品，蔬菜烘干样品重量 0.1 kg。对于多次采收的作物（如儿菜、黄瓜、番茄等），

每次采摘后均应记录产量；在盛果期连续采集 3次样品，分别制样，最后混合为

一个样品。

（2）废弃物部分：记载每个小区废弃物（块根、块茎类作物为叶片等）产

量，多点混合采集、制备废弃物样品，蔬菜类烘干样品重量不少于 0.1 kg。

（3）植物样品测试：将烘干后的植株样研磨，过筛装入样品瓶中，分析测

试植物样品的全氮、全磷、全钾含量。

（4）注意事项：在记录经济产量和废弃物部分产量时，一定要记录是鲜产

量或干产量（晒干样或风干样），取样后一定要先称取样品的鲜样（或干样）重

量，全部烘干样后（在烘制的过程中要保证样品的完整性），再称取烘干样重量，

得出植物经济产量和废弃物部分的水分含量，从而计算出各小区植株干物质重。

4.4监测周期

农田面源污染排放系数测算一般以自然年为计算周期，故本技术规范监测

周期应包含至少 1个完整自然年。

流量监测应覆盖整个监测周期。水质监测应针对产流事件进行，汛期（每

年 5月至 9月）适当增加降雨产流事件监测频次，水田的灌溉高峰期适当增加灌

溉产流事件监测频次。尽可能选取雨量较大、产流量较大的降雨事件开展水质监

测。

土壤以一个种植季为一个监测周期，在作物收获后或播种施肥前完成土壤采

样。一般情况下，1个监测周期从第 1季作物播种前翻耕开始，到第 1季作物收

获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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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以一年为一个监测周期，不仅包括作物生长阶段，也包括农田非种植时

段。一般情况下，1个监测周期从第 1季作物播种前翻耕开始，到下一年度同一

时间段为止。以蔬菜收获的时间顺序来确定第 1季作物。

4.5监测频率

（1）径流水样

降水量监测频次为日。其他指标每月监测 1 次，若全月水量均无法满足监

测要求，需在地面综合监测数据报送时予以说明；汛期需加密监测，在场次降雨

产流时进行，宜分别在产流初、中、末期至少各开展 1 次监测。

（2）入河排污口（如有）

对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位上、中、下游 500m 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开展水

量和水质同步监测，具备有效流量数据但无同步水质监测数据的，补充开展水质

监测与降雨量监测时间保持同步，每期监测不少于 1 天，采样频次不少于 1 次。

（3）监测区土壤

针对耕地、果园和菜地等地类的土壤监测点位，需在作物收获后或播种施肥

前完成土壤采样，并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执行，

在种植季前后采集 0—20 cm 表层土壤样品，确保每个样品量不少于 1kg。

（4）监测区植物

对监测区成熟作物收获后进行采样，以相同处理为单元随机抽样，确保每期

监测不少于 1 天，采样频次不少于 1 次。对于多次采收的作物则每次采摘后均

应采样并记录产量。

4.6监测样品分析方法

表 1 各类型样品指标检测方法
测试指标 标准检测方法 标准号

土壤

含水量 重量法 HJ613-2011、GB 7172-87

pH 电位法 NY/T1377-2007

有机质 重铬酸钾容量法 GB 9834-88

全氮 凯氏法 NY/T 1121.24-2012

全磷 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 HJ632-2011、GB8937-88

全钾 氢氧化钠熔融-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NY/T 87-1988

Olsen-P 0.5mol/L Na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 NY/T 112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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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指标 标准检测方法 标准号

速效钾 乙酸铵-火焰光度计法 NY/T 889-2004

硝态氮 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或流动分析仪法 DB22/T 2270-2015

铵态氮 靛酚蓝比色法或流动分析仪法 DB22/T 2270-2015

植株

全氮 H2SO4-H2O2消煮，凯氏定氮法 NY/T2419-2013

全磷 H2SO4-H2O2消煮，钼蓝比色法 NY/T2421-2013

全钾 H2SO4-H2O2消煮，原子吸收法 NY/T2420-2013

水样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636-2012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或连续流动法 GB11893-89、HJ670-2013

铵态氮 靛酚蓝法或连续流动注射仪法 GB17378.4[37.1]、HJ667-2013

硝态氮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或流动注射法 GB/T7480-1987、HJ/T346-2007

可溶性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或连续流动法 HJ670-2013

可溶性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计法 HJ636-2012

pH 电位法 NY/T1377-2007

5 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

5.1 样品保存与运输

（1）样品采集后应使水样充满容器至溢流并密封保存，以减少因与空气中

氧气、二氧化碳的反应干扰及样品运输途中的振荡干扰。但当样品需要被冷冻保

存时，不应溢满封存。尽快送实验室分析，并根据监测项目所采用分析方法的要

求确定样品的保存方法，确保样品在规定的保存期限内分析测试。

（2）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监测项目保存期限，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从采集样品后到运输到实验室期间，在 1～5℃冷藏并暗处保

存。样品运输前应将容器的外（内）盖盖紧。装箱时应用泡沫塑料等减震材料分

隔固定，以防破损。除防震、避免日光照射和低温运输外，还应防止沾污。

（3）同一采样点的样品应尽量装在同一样品箱内，运输前应核对现场采样

记录上的所有样品是否齐全，应有专人负责样品运输。



12

5.2 样品交接

现场监测人员与实验室接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时，须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

交接记录上签字。样品交接记录内容包括交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

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接样人等。

6 监测数据处理

（1）有效数字规则

记录、运算和报告测量结果，必须使用有效数字。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小数

点后位数，应与分析方法检出限保持一致；分析结果的有效数字一般不超过 3

位。

（2）近似计算规则

由有效数字构成的测定值必然是近似值，因此测定值运算应遵循近似计算规

则。

a)加法和减法：近似值相加减时，其和或差的有效数字位数，与各近似值中

小数点后位数最少者相同。运算过程中，可以多保留一位小数，计算结果按数值

修约规则处理。

b)乘法和除法：近似值相乘除时，所得积与商的有效数字位数，与各近似值

中有效数字位数最少者相同。运算过程中，可先将各近似值修约至比有效数字位

数最少者多保留一位，最后将计算结果按上述规则处理。

c)乘方和开方：近似值乘方或开方时，计算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与原近似值

有效数字位数相同。

d)对数和反对数：在近似值的对数计算中，结果的小数点后的位数（不包括

首数）应与原数的有效数字 11位数相同。

e)平均值：求四个或四个以上准确度接近的数值的平均值时，其有效位数可

增加一位。

（3）监测结果的表示方法

a)监测结果的表示应根据相关分析方法等要求来确定，并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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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测定结果高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实际测定结果值；当测定结果低于

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使用的“方法检出限”，并加标志位“L”表示；当测定结果

大于测量上限时，填最大可测量值再加“G”。

7 农业面源污染的表达结果

7.1 污染源总负荷

污染源总负荷为年度流域各污染源污染物输出总和。

污染源总负荷 L，以千克（kg）计，按公式（1）计算。L = Ci×Qi −C0× Qi�� 1000 (1)

式中:

Ci——控制断面单次采样某一污染物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Qi——控制断面单次采样对应时段流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m3)；

C0——背景断面某一污染物浓度的年度均值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注：若无背景断面，C0为 0。

7.2 污染源基础负荷

污染源基础负荷包括点源负荷和农村源基础负荷。

选取监测时段的污染源输出量折合为全年的污染源基础输出量,污染源基础

负荷 L，以千克（kg）计，按公式（2）计算。Lj = Cj×Qj −C0× Qj�� tj×� 1000 × t (2)

式中:

Cj——监测时段控制断面单次采样某一污染物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Qj——监测时段控制断面单次采样对应时段内流量的数值，单位为立方米

（m3）；

C0——背景断面某一污染物浓度的年度均值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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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单次取样时段对应的天数的数值，单位为天（d）;

T——一年的天数的数值，单位为天（d）。

注：若无背景断面，C0为 0。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1采样及分析阶段的质量控制

监测期间，详细记载地块基本信息以及作物栽培、耕作、灌溉、施肥、施药

等田间管理措施。样品测试方法应选用标准方法或当前技术成熟、广泛认可的方

法。

8.2数据分析阶段的质量控制

通过误差控制理论，结合数学分析与系统分析，确保数据有效可靠，确保结

论有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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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



16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监测数据记录表

图 B-1 监测数据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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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地块信息

表 B-1-1 地块信息表

地块

基本

信息

1.地块编码 2.地块地址 3.农户姓名 4.农户电话

5.负责人姓名 6.负责人电话 7.负责人 Email

8.联系人姓名 9.联系人电话 10.联系人 Email

试验

情况

基本

信息

11.经度 12.纬度 13.海拔 14.种植模式分区

15.地貌类型 16.地形 17.是否梯田 18. 最高地下水位(m)

19.种植模式 20.种植方式 21.坡向 22.坡度(°)

23.土壤质地 24.土壤类型 25.地方土名 26.肥力水平

27. 有无障碍

层
28. 障碍层类型 29. 障碍层深度(cm) 30. 障碍层厚度(cm)

31.监测小区面积（m2） 32.监测小区长(cm) 33.监测小区宽(cm)

34.田间径流池内侧长(cm) 35.田间径流池内侧宽(cm) 36.田间径流池内侧深(cm)

37.田间渗滤池监测面积(m2) 38.淋溶液收集桶埋深(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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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 种植季与作物对应表

1.种植季 2.蔬菜类别及编码 3.蔬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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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 种植季蔬菜对应表填表说明

【1.种植季】指每监测年度种植蔬菜的次数。取值范围为 0~9。其中 0表示

休闲季。

【2.蔬菜类别及编码】按收获的时间顺序逐一填写本年度内种植的各种蔬菜。

蔬菜名称按下填写。

根茎叶类蔬菜：包括根菜、葱蒜、叶菜、茎菜、花菜等。

瓜果类蔬菜：茄果类、菜用豆类、菜用瓜（黄瓜、南瓜、冬瓜等）、果用瓜

（西瓜、甜瓜等）、草莓等。

水生类蔬菜：包括莲藕、茭白等。

【3.蔬菜名称】指作物的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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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处理描述表

处理名称 处理代码 处理内容描述

填报说明：

处理内容描述尽可能简单明了，分别描述各处理不同于其它处理的内容：肥

料施用情况（用量及品种、施用方法）、灌溉情况以及其它耕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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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 处理描述表-耕作

1.处

理编

码*

2.种

植

季

平地或坡地梯田 坡地非梯田

平作 垄作 平作 垄作

3.是

否翻

耕

4.翻耕

深度

(cm)

5. 有

无

排水沟

6.排水

沟深(cm)

7.排水

沟宽

(cm)

8.排水沟

间距（m）

9.垄

高

(cm)

10.垄宽

(cm)

11.垄间

距（cm）

12.种

植

方向

13.种

植方

向

14.垄

高

(cm)

15.垄

宽

(cm)

16.垄

间距

（cm）

备注：1.如果某一种植季各处理的耕作措施完全相同，则只需要填写一个处理即可，其它注明“同上”即可。

2.平作：将土壤整平后，把作物直接播种于土壤中。 3.垄作：将农作物种在垄上，或把行间的土逐渐培在作物的根部形成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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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 处理描述表-耕作 填表说明

【1.处理编码】使用 TR1、TR2、TR3、TR4、TR5、TR6、TR7、TR8、TR9、

TR10、TR11、TR12、TR13、TR14，TR15……表示。每个 TR所对应的处理设

置应固定不变。

【2.种植季】指每监测年度种植作物的次数。取值范围为 0-9。其中 0表示

休闲季。对于跨年度的作物，应以收获时间为准，并作为该地块的第 1季作物。

【3.是否翻耕】指①是，②否。

【4.翻耕深度(cm)】指耕作深度，取整。

【5.有无排水沟】指监测小区内是否挖掘用于排水的沟，①有，②无。

【6.排水沟深(cm)】指排水沟的深度，取整。

【7.排水沟宽(cm)】指排水沟的宽度，取整。

【8.排水沟间距(cm)】指两条排水沟之间的平均距离，以两条排水沟的中线

之间的距离计算，取整。

【9.垄高(cm)】指垄的高度，取整。

【10.垄宽(cm)】指垄的宽度，取整。

【11.垄间距(cm)】指两条垄之间的平均距离，以两条垄的中线之间的距离计

算，取整。

【12.平作-种植方向】指①横坡 ②顺坡。

【13.垄作-种植方向】指①横坡 ②顺坡。

【14.垄高(cm)】指垄的高度，取整。

【15.垄宽(cm)】指垄的宽度，取整。

【16.垄间距(cm)】指两条垄之间的平均距离，以两条垄的中线之间的距离

计算，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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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 处理描述表-施肥

1. 处理编码 2. 种植季

化肥施用量（折纯，

kg/667m2）
6.有机肥

种类

7.有机肥

含水率（%）

8. 有机肥施用量

（实物，kg/667m2）

有机肥施用量（折纯，kg/667m2）

3. N 4. P2O5 5. K2O 9. N 10. P2O5 11. 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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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处理编码】使用 TR1、TR2、TR3、TR4、TR5、TR6、TR7、TR8、TR9、

TR10、TR11、TR12、TR13、TR14，TR15……表示。每个 TR所对应的处理设

置应固定不变。

【2.种植季】指每监测年度种植作物的次数。取值范围为 0-9。其中 0表示

休闲季。对于跨年度的作物，应以收获时间为准，并作为该地块的第 1季作物。

【3.有机肥种类】指 ①商品有机肥 FM01，②鸡粪 FM02，③猪粪 FM03，

④牛粪 FM04，⑤其他禽粪 FM05，⑥其他畜粪 FM06，⑦其他有机肥 F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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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6 处理描述表-灌溉、秸秆还田

1.处理编码 2.种植季
3.是否

灌溉

4.灌溉

方式

5. 灌水

量(mm)

6. 是否秸秆

还田

7.还田秸秆

名称

8. 秸秆还

田方式

9. 秸秆还田

量 kg/667m2)

10. 秸秆还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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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处理编码】使用 TR1、TR2、TR3、TR4、TR5、TR6、TR7、TR8、TR9、

TR10、TR11、TR12、TR13、TR14，TR15……表示。每个 TR所对应的处理设

置应固定不变。

【2.种植季】指每监测年度种植作物的次数。取值范围为 0-9。其中 0表示

休闲季。对于跨年度的作物，应以收获时间为准，并作为该地块的第 1季作物。

【3.是否灌溉】①是，②否。

【4.灌溉方式】①大水漫灌，②滴灌，③畦灌，④沟灌，⑤喷灌。

【5.灌溉量(mm)】指该种植季全生育期的灌水量，取整。

【6.是否秸秆还田】①是，②否。

【7.还田秸秆名称】还田的秸秆种类，如小麦秸秆等。
【8.秸秆还田方式】①秸秆粉碎翻压还田，②秸秆覆盖还田，③立秆还田，

④其它，请注明。

【9.秸秆还田量(kg/667m2)】取整。

【10.秸秆还田比例(%)】指还田秸秆占该秸秆产量的比例，小于或等于 100%。



27

表 B-1-7 处理描述表-地膜、植物篱

1.

处理

编码

2.

种植

季

地膜覆盖 坡地植物篱种植情况

3.

是

否

覆

膜

4.

地膜

厚度

(mm

)

5.

覆膜日

期（月/

日）

6.

覆膜量

(公斤

/667m2)

7.

覆膜比

例(%)

8.

是否

揭膜

9.

揭膜日

期

(月/日)

10.

是否

种植

11.

植物篱

种类

12.

栽种日期

（年/月/

日）

13.

植物篱带

宽(cm)

14.

植物篱

间距

(cm)

15.

植物篱条

带数量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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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处理编码】使用 TR1、TR2、TR3、TR4、TR5、TR6、TR7、TR8、TR9、

TR10、TR11、TR12、TR13、TR14，TR15……表示。每个 TR所对应的处理设

置应固定不变。

【2.种植季】指每监测年度种植作物的次数。取值范围为 0-9。其中 0表示

休闲季。对于跨年度的作物，应以收获时间为准，并作为该地块的第 1季作物。

【3.是否盖膜】指是否覆盖地膜。①是，②否。

【4.地膜厚度(mm)】指铺设地膜的厚度。

【5.覆盖比例(%)】指小区常用覆膜方式的覆膜面积占整个地块面积的百分

比。覆膜比例≤100%。

【6.覆膜量(公斤/公顷)】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育苗和作物生长防寒、保温、

保湿而使用的地膜量。

【7.覆膜比例(%)】指覆膜面积占整个小区全部面积的百分比。覆膜比例

≤100%。

【8.是否揭膜】指作物生长期间是否揭开地膜。①是，②否。

【10.是否种植】指监测小区内是否种植了植物篱。①是，②否。

【11.植物篱种类】填写植物篱的名称。

【12.栽种日期（年/月/日）】指监测小区内植物篱栽种的日期。

【13.植物篱带宽（cm）】指每一个条带的植物篱宽度，取整。

【14.植物篱间距（cm）】指相邻两个植物篱条带之间的平均距离，以两个

植物篱条带中线之间的平均距离计算，取整。

【15.植物篱条带数量（条）】指每个监测小区内植物篱条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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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种植记录

表 B-2-1 种植记录表

1.处理编码* 2.种植季 3.蔬菜名称 4.蔬菜品种 5.种植方式 6.种植日期 7.收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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