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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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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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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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湘、孙兆凯、李秀英、王小彬、涂成、王曼如、史庆花、李华、于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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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保水剂　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林用保水剂效果试验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小区试验、评价要求和试验报告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林保水剂效果试验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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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３３７０５　土壤水分观测　频域反射法

NY/T５２　土壤水分测定法

NY/T８８６　农林保水剂

NY/T１１２１４　土壤容重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农林保水剂　agroＧforestryabsorbentpolymer
具有提高农林土壤蓄水保水能力,用于改善植物根系或种子周围水分状况的吸水性保水材料.
[来源:NY/T８８６—２０２２,３１１,有修改]

３２
土壤储水量　totalstorageofsoilwater
一定深度土层中所含土壤水总量,亦称土壤水分总储存量.
[来源:GB/T３３７０５—２０１７,３７,有修改]

３３
耗水量　cropwaterconsumption
农田范围内农业生产所消耗的水量.
[来源:NY/T２３６８—２０１３,３７]

３４
水分利用效率　wateruseefficiency
在作物生育期内,单位水消耗所获得的经济产量,亦称水分生产力.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试验内容

４１１　基于所用农林保水剂类型和特性、施用量和施用方法,选择干旱半干旱地区、季节性干旱地区,对
试验农林作物生育期土壤水分状况、生物学性状、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进行试验及应用效果分析评价.

４１２　一般应采用小区试验方式进行.

４２　试验周期

每个效果试验时间应至少进行连续２个全生育期.若评价保水剂后效,可延长试验时间或增加生长季.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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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试验处理

４３１　试验应至少包含以下处理:

a)　空白:常规施肥;

b)　处理:常规施肥加推荐用量供试农林保水剂.

４３２　必要时:增设常规施肥加其他用量供试农林保水剂.

４３３　所有处理均需明确施用量和施用方法.

４３４　小区试验各处理应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次数不少于３次.

４４　试验准备

４４１　试验地的选择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选择地势平坦、形状整齐和地力水平相对均匀的试验地块;

b)　满足供试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条件;

c)　避开居民区、道路、堆肥场所和存在其他人为活动影响的特殊地块.

４４２　供试土壤和农林保水剂分析内容应包括:

a)　试验前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状,包括土壤质地、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土壤储水量、EC、pH、有
机质等;

b)　供试农林保水剂应符合 NY/T８８６的要求.

４５　试验管理

除试验处理不同外,其他管理措施应一致且符合生产要求.

４６　试验记录

应按照附录 A的规定执行.

４７　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统计学检验应根据试验设计选择T 检验、F 检验、新复极差检验、LSR检验、SSR检验、LSD
检验或PLSD检验.

５　小区试验

５１　小区设置要求

５１１　小区应设置保护行,小区划分应尽可能降低试验误差.

５１２　小区设置应单灌单排,避免串灌串排.

５２　小区面积要求

小区面积应一致,宜为２０m２~２００m２.密植作物(如小麦和谷子等)小区面积宜为２０m２~３０m２;中
耕作物(如玉米、高粱、棉花和烟草等)小区面积宜为４０m２~５０m２;林果小区面积宜为５０m２~２００m２.

５３　小区形状要求

小区形状一般应为长方形.小区面积较大时,长宽比以(３~５)∶１为宜;小区面积较小时,长宽比以

(２~３)∶１为宜.

５４　试验指标观测要求

５４１　试验期间应对作物生育期内降水量及灌水量进行记载.

５４２　土壤性状指标主要包括: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储水量;以作物生育期土壤含水量、土壤储

水量为指标确定土壤水分状况变化情况.

５４３　植物生物学性状指标主要包括:出苗率、株高、叶片萎蔫状况等.

５４４　各小区应进行单独采样和收获,确定小区实际生物量和产量,进而换算为每公顷作物生物量和

产量.

５４５　根据土壤水分变化和作物产量,分别计算各小区作物耗水量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５４６　按小区统计计算纯收益和产投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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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试验指标测试方法

５５１　土壤容重应按照 NY/T１１２１４的规定执行.

５５２　土壤含水量应按照 NY/T５２的规定执行.

５５３　土壤贮水量应按照 GB/T３３７０５的规定执行.

５５４　作物耗水量应根据农田水量平衡法计算:
作物耗水量＝生育期有效降水量＋灌水量－深层渗漏量＋土壤储水量的变化量.

５５５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应根据作物产量与耗水量之比计算: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产量/耗水量.

６　评价要求

６１　评价内容

根据供试农林保水剂特点和施用效果,应对不同处理土壤物理性状、植物生物学性状、作物水分利用

状况、作物产量及增产率等试验效果差异进行评价.

６２　评价指标

６２１　选择以下指标进行评价:

a)　土壤物理性状: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及土壤储水量等指标;

b)　植物生物学性状:生物量、产量、增产率、出苗率(成活率)、株高、叶片萎蔫状况等指标;

c)　作物水分利用状况:作物耗水量、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等指标;

d)　其他:经济效益、保水剂使用年限、肥料利用率等.

６２２　土壤含水量、土壤储水量、产量、增产率、作物耗水量、作物水分利用效率为评价指标必选项.

６３　效果评价

农林保水剂效果试验的效果及效益评价应基于试验周期内施用农林保水剂对土壤物理性状、植物生

物学性状影响效果而得出,试验处理与对照产量差异应达到显著性水平.

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的撰写应采用科技论文格式,主要内容包括试验来源、试验目的和内容、试验地点和时间、试
验材料和设计、试验条件和管理措施、试验数据统计与分析、试验效果评价、试验主持人签字及承担单位盖

章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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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农林保水剂　试验记录要求

A１　试验时间及地点

应记录信息包括:试验起止时间(年月日)、试验地点(省、市、县、乡、村、地块及经纬度)、试验期间气候

(作物生育期降水量)及灌排水情况、试验地前茬农作情况等农田管理信息等.

A２　供试土壤

应记录信息包括:试验地地形、土壤类型(土类名称)、土壤质地、面积、供试土壤分析结果等.供试土

壤分析结果包括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土壤储水量、EC(土壤盐分)、pH、有机质等.

A３　供试农林保水剂和作物

应记录信息包括:农林保水剂技术指标、作物类型及品种名称等.

A４　试验设计

应记录信息包括:试验设计方法、试验处理、保水剂施用方法(用量和用法)、重复次数、试验方法设计、
小区长(m)、小区宽(m)、小区面积(m２)、小区排列图示等.

A５　试验管理

应记录信息包括:播种期和播种量、施肥量、施肥时间(基肥、追肥等)、保水剂施用量、施用时间、灌溉

时间和灌溉量、作物生育期内降水量、土壤性状、植物学性状、试验环境条件及灾害天气、病虫害防治、其他

农事活动、所用工时等.

A６　试验结果

应记录信息包括:土壤物理性状、植物生物学性状、作物水分利用状况等(详见６２１).根据实验记

录,计算增产率、作物耗水量、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等.

A７　分析样品采集和制备

A７１　土壤样品采集和制备:采集深度应根据作物根系深度而定,取样间隔为２０cm,采集次数和采集点

数量应满足评价土壤性状指标变化的评价要求(至少应在播种前和收获期采集).必要时,根据农林保水

剂特性增加采集次数和采集点数量.样品制备应符合土壤分析和性状评价要求,避免混淆或污染.

A７２　植物样品采集和制备:根据试验目的和内容,选定有代表性的植株及取样部位或组织器官;样品

制备应符合植物分析和性状评价要求,避免混淆或污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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