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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系福建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 年第一批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

通知（闽市监标准〔2023〕207 号）下达的任务。本标准技术归口单

位为福建省农业农村厅，项目由福建省致青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作为牵

头单位负责起草。协作单位有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福建省

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技术总站、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2. 编制背景及意义 

一、项目是改变全省农田土壤酸化现状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为活动强度不断增加，特别是农业土壤高强度

利用导致大量外源氢离子不断进入土壤，使土壤酸化过程大大加速，

并对生态环境和农林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人为活动对土壤酸化的影

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氮肥施用过量，在硝化或水解过程中产生的氢离

子导致土壤逐步酸化；二是有机肥和微量元素施用相对不足，土壤粘

粒结构减少、功能削弱，土壤缓冲性能下降，土壤容易酸化；三是不

当的大水漫灌导致钙、镁、钾等盐基离子淋失严重，土壤胶体中的阳

离子点位被氢、铝等阳离子取代，从而发生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呈加剧趋势，具有酸化速率大、酸化范围广、酸化程度

高特点。土壤过度酸化，导致土壤理化性质恶化，铝离子和重金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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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度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降低，土壤养分不断流失，甚至对作物

产生毒害作用，成为农业发展重要限制因子。土壤酸化在全国范围普

遍发生，南方地区尤为严重，江西、福建、广东酸化 严重，并且土

壤酸化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若不进行科学治理，农田土壤酸化问

题还将进一步加剧。 

福建省耕地土壤 pH 自东南沿海至内陆山地地区呈逐渐降低趋势：

全省耕地土壤 pH 为 3.00～9.62，平均值为 5.35，整体而言，福建省

近 70％的耕地土壤处于酸性或强酸性水平（强酸＜4.5 酸性 4.5-5.5）。

土壤酸化伴随着土壤肥力退化和养分缺乏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

行土壤酸化治理，提升土壤 pH 值，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减小土壤养

分流失和面源污染威胁。 

二、项目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壤酸化问题 

土壤酸化改良技术主要包括施用有机改良剂（有机肥等）、化学

改良剂（石灰、矿物类加工品）、生物改良剂（土壤动物、植物和微

生物）。目前，施用化学改良剂是 常用的方法，而长期施用势必会

对土壤起一定的副作用，比如仅局限作用于 20 cm 以上的表层土壤，

修复效果不彻底、容易返酸，引起土壤板结，引起土壤中钙、镁、钾

等元素的平衡失调而导致作物的减产等。另外，土壤改良剂施用同时

还应进行肥料施用，无法从根本解决土壤酸化问题。 

因此本项目综合多项措施，从 pH 调理、土壤有机质补充（有机

改良）、添加功能微生物（生物改良）三维角度对土壤进行改良，同

时将土壤改良和作物养分需求供应有效结合，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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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全面营养，降低传统大化肥（氮磷钾）的使用，引导农户科学施肥，

转变传统施肥理念，真正做到由土壤改良修复到土壤科学化耕作，有

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全省农田土壤酸化情况。 

本规范提出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技术指标：有机质 30%

以上、总养分 8-15%（针对特定作物营养需求调整单一养分比例）、

中量元素含量 4%以上、酸碱度 7-8.5。具有达到改良酸性土壤和促进

植物生长的双重作用，主要优势表现在： 

1、针对特定作物营养需求调整单一养分比例； 

2、总养分要求 8-15%，可满足作物生长的养分需求，化肥使用

量少了，产生的有机酸自然会减少； 

3、添加了功能微生物，土壤有益微生物菌占主导，有利于调节

土壤结构、酸碱度； 

4、添加了中量元素，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5、pH 为中性偏碱性，有利于化学调节土壤酸度； 

6、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提高土壤酸缓冲容量，显著提高

土壤抗酸化能力。 

三、项目有利于调动农户积极性，推动土壤酸化治理可持续发展 

我省多年来一直在实施“土壤酸化耕地治理和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目前施用土壤改良剂是采用的 多的土壤改良方法。对于种植

户而言，施用土壤改良剂只是单纯进行土壤酸化治理，并不能改善作

物品质，增加农户收入，农户实施的积极性、配合度不高。 

本项目技术具有良好的节本增效效果，在进行土壤酸化治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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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无需施用化肥，可有效减少化肥用量，实现化肥使用量负增长

目标。对种植户而言，既减少了购买化肥的生产成本，也降低施肥的

人工成本，特别是雇工难局面。该技术将土壤改良和作物养分需求供

应有效结合，达到边修复边生产目的，确保作物稳产增产的基础上，

引导施肥结构优化，有利于调动农户积极性，推动土壤酸化改良治理

长效可持续发展。 

四、化肥减量增效需求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

化肥减量增效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科学施肥需求更迫切。我国

农作物施肥不均衡还较为突出。氮肥磷肥不合理使用、中微量元素缺

乏的问题尚未解决，有机肥资源还田率偏低。面对这些新形势、新要

求，有必要采取精准施肥、调优结构、多元替代等技术路径，扎实推

进化肥减量化工作。另一方面，稳粮保供任务更重。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推进投

入品减量化，既要将不合理的化肥用量减下来，也不能以牺牲产量为

代价。 

本项目提出有利在确保主要作物稳产增产的基础上，引导施肥结

构优化。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申请立项 

福建省致青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提出了福建省地方

标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生物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的制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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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 年 7 月获准立项。 

3.2 成立标准起草组 

标准立项后，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

用性，福建省致青生态环保有限公司联合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福建省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技术总站、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中心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各单位派出相关工作人员作为

起草小组成员，并邀请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制订

了工作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 

3.3 信息收集分析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编制过程中，标准

起草工作组收集了有关酸性土壤改良的国家政策、标准规范、福建省

统计年鉴、相关文献，内容涉及改良酸性土壤投入品的原料及产品要

求、田间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存储等方面。 

3.4 开会讨论 

在收集及分析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工作组按标准立

项计划要求修改并编写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

标准草案。随后，标准起草工作经过多轮的开会研讨、不断修改完善，

形成《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3.5 专家研讨会 

2023 年 07 月 16 日，《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通用技术要

求》专家研讨会在福建省致青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召开，会议邀请福建

省标准化研究院、福建省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技术总站的专家对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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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进行逐条研讨。 

4. 编制原则和依据 

4.1 编制原则 

目前酸性土壤改良涉及相关标准主要有 NY/T 3034-2016《土壤调

理剂 通用要求》、NY/T 525-2021《有机肥料》、NY 884-2012《生物

有机肥》、NY/T 798-2015《复合微生物肥料》，本规范技术具有一定

的先进性、创新性、可推广性，农户认可度高，是对现行标准的有效

补充。 

4.2 编制依据 

序号 名   称 

1 GB 18382 《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 

2 NY/T 525-2021《有机肥料》 

3 NY/T 1868《肥料合理使用准则有机肥料》 

4 NY/T 3034-2016《土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 

5 NY/T 2271《土壤调理剂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6 DB35/T 1942《超高温堆肥技术规范》 

7 NY/T 497 《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技术规程》 

8 NY 884-2012《生物有机肥》 

9 NY/T 798《复合微生物肥料》 

10 NY/T 2271《土壤调理剂 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11 NY/T 3937《土壤调理剂及使用规程 牡蛎壳原料》 

12 NY/T 3936《土壤调理剂及使用规程 烟气脱硫石膏原料》 

13 NY/T3935《土壤调理剂及使用规程餐厨废物原料》 

14 HG/T 5934《黄腐酸中量元素肥料》 

15 NY/T 2321《微生物肥料产品检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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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考文献 

序号 名   称 

1 福建省统计年鉴-2020 年 

2 福建省耕地质量情况状况及其保护措施与成效 

3 福建省涵江区耕地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特征 

4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耕地质量评价与改良利用 

5 福建省霞浦县茶园土壤养分状况分析 

6 福建省周宁县耕地土壤质量调查评价 

7 
福建果园土壤 pH 值、养分关系与土壤肥力质量评价研究—以福建省漳州

市平和县珀溪蜜柚园地为例 

8 古田县果园土壤氮磷钾状况及其与有机质和 pH 的相关性 

9 南平市植烟土壤氮、磷、钾养分状况与演变趋势 

10 莆田市蔬菜主栽区土壤肥力状况与平衡施肥 

11 三明市郊蔬菜基地土壤养分及重金属含量状况 

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1 标准范围 

标准规定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的范围、术语和定义、产

品分类、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标准适用于生产和销售的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 

5.2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对标准的理解与执行，本章给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

养分管理 4R 原则的术语和定义。 

5.3 要求 

根据资料收集及生产实践经验，明确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

料的原料、生产工艺、产品的外观和技术指标及限量指标、田间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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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表1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机肥产品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 30 
按照 NY/T 525

的规定执行 

总养分（N+P2O5+K2O）
a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8～15 

按照 NY/T 525

的规定执行 

水分,%                                ≤ 30 
按照 NY/T 525

的规定执行 

酸碱度（pH） 7.0～8.5
按照 NY/T 525

的规定执行 

中量元素含量 b，%                      ≥ 4 
按照 HG/T 5934

的规定执行 
a 根据特定作物调整总养分比例和单一养分比例。 
b 中量元素含量指钙、镁、硫元素含量之和，产品中至少包含钙或镁一

种。 

5.4 检验规则 

明确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检验规则的要求。 

5.5 包装、标识、运输和存储 

明确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包装、标识、运输、贮存的要

求。 

5.6 附录 A 

给出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生产原料适用类目录。 

5.7 附录 B 

明确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施用量的试验方法。 

5.8 附录 C 

提供了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产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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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 

6.1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在土壤酸化治理上效果突显 

为了进一步验证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在实际使用中的效

果，通过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设置了不同的蜜柚果园土壤酸化治理

试验来进行效果评估。结果表明，2022 年在试验前土壤初始 pH 均值

为 4.56，通过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 0-20cm 土壤 pH

值较初始值和农户传统习惯分别提升 0.18 个单位和 0.4 个单位，农

户传统习惯较初始值下降 0.22 个单位（图 1），说明农户传统用肥习

惯会持续造成土壤的酸化。2023年在试验前土壤初始pH均值为4.36，

通过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0-20cm 土壤 pH 值较初始值

提升 0.4 个单位（图 2）。如图 3，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施用

前后土壤 pH 值的正态分布来看，通过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的

施用能够明显提升土壤 pH 值，显著降低 pH 值 3.5-4.0 区间的占比频

率，提升了 pH 值 4.5-5.0 区间的占比频率。通过连续 2 年的验证试

验表明，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对于土壤酸化的治理效果是

突显的。 

 

图 1 不同用肥模式下土壤 pH 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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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壤酸化改良专用有机肥料施用后土壤 pH 值的变化 

 

图 3 土壤酸化改良专用有机肥料施用前后土壤 pH 值的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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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基础

地力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低是体现土壤基础肥力的关键指标，其次土壤

有机质可以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透气性，

缓解土壤因农事操作不当等引起的板结，增加土壤对于酸化和重金属

的缓冲能力。由图 4 可知，2022 年在试验前土壤初始有机质含量均

值为 17.0g/kg，通过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0-20cm 土

壤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23.8g/kg，较初始值和农户传统习惯分别提升

6.8g/kg 和 2.8g/kg（图 4）。可见，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可有

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基础肥力、改善土壤物理结构。 

 

图 4 不同用肥模式下土壤有机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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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增加土壤碱性盐基离子、提升土

壤酸性缓冲能力 

土壤碱性盐基离子的淋失，是土壤酸化的重要原因，我国南方酸

性果园，存在的普通性痛点问题也是困扰着中国柑橘种植的问题之一

就是土壤酸化造成的有效性钙、镁不足，铝锰金属离子活性升高，柑

橘缺素症严重、根系毒害明显。根据图 5 可以看出，通过施用改良酸

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土壤交换性钙的含量较农户传统习惯平均值

提升 150.64mg/kg，但土壤的交换性钙的含量还是未达到柑橘种植适

宜的土壤交换性钙 1000-2000mg/kg 范围；土壤交换性镁的含量较农

户传统习惯平均值提升 17.07mg/kg，但土壤的交换性镁的含量还是

未达到柑橘种植适宜的土壤交换性镁 120-3000mg/kg 范围。改良酸性

土壤专用有机肥料能有效提升蜜柚果园土壤碱性盐基离子的浓度，从

而提升土壤酸化的缓冲能力。 

 

图 5不同用肥模式下土壤交换性钙镁的情况 

6.4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能提升作物叶片功能、优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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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品质。在蜜柚果实膨大期，调查了叶面积和叶片 SPAD 值，通

过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叶面积较农户传统习惯平均增

大 19.4cm2（图 6）。 

 

图 6 不同用肥模式下蜜柚叶面积的表现 

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在果实膨大期叶片的 SPAD

值无显著差异，但还是较农户传统习惯高 1.65（图 7）。 

 

图 7 不同用肥模式下蜜柚叶片 SPAD 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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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柑橘类作物种植中，夏季抽发新梢时恰巧是果实膨大的关键期，

新梢抽发会消耗大量的营养，会形成与果实膨大争夺营养的矛盾现象，

所以在生产上农户会经常进行抹梢以及通过肥料运筹来控梢。 如图

8 所示，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后，蜜柚夏梢抽发较农户传

统习惯显著性下降。 

可以看出，通过在蜜柚种植中施用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

能增加叶片开张，提高光合产物，平衡养分分配，减少夏季新梢抽发，

解决梢果矛盾。 

 

图 8 不同用肥模式下蜜柚叶片 SPAD 值的表现 

6.5 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在土壤酸化改良基础上，高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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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料后，与农户传统习惯相比，产量、可溶性固形物间无差异（图

9）。说明，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将土壤酸性改良和作物养分

农户传统习惯 土壤酸化改良专用有机肥料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夏
梢
数
量
(
个
/棵

)

**

试验点1

9.6

3.2

农户传统习惯 土壤酸化改良专用有机肥料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夏
梢
数
量
(
个
/棵

)

**
试验点2  

13.6

3.6



 

15 

平衡供应有效结合，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全面营养，在酸化治理效果

显著的基础上，还能高效保障农户种植的产质量，避免边土壤改良边

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现象的持续发生，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能真正意义上解决福建省土壤酸化治

理的问题。 

 

图 9 不同用肥模式下蜜柚产量和果实可溶性固形物的表现 

7. 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文件通过规定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料的要求、田间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存储，规范要求，达到具有改良

酸性土壤和促进作物生长双重作用，彻底改变农户用肥习惯，从根本

上实现土壤改良，避免边施用调理剂、边施用化肥的现象持续发生，

推进化肥减量增效，促进我省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和生态农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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