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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叶片营养诊断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茶树叶片营养诊断中叶片样品的采集方法、分析方法以及化学肥料施用量的计算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茶树主要品种的叶片营养诊断及施肥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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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NY/T 53—1987 土壤全氮测定法(半微量开氏法）

NY/T 889—2004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1118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

NY/T 1211.6 土壤有机质测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茶树叶片营养诊断技术

测定茶树叶片中养分含量，计算养分间的比值，判断其养分丰缺状况用于指导施肥的技术。

3.2

茶树叶片营养诊断指标

茶树不同营养水平状况下的叶片养分含量及其比值。

3.3

诊断单元

进行茶树营养诊断的采样、分析及推荐施肥所针对的茶园区域。

3.4

茶树新梢

着生在茶树枝条顶部的嫩芽及叶片，或当年生枝条。

4 茶树叶片采集方法

4.1 诊断单元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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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以土壤类型、茶树品种、树龄、生长状况、施肥管理和采摘制度等基本相同的茶园作为一个诊

断单元。

4.1.2 一个诊断单元的适宜面积为 1 hm
2
～2 hm

2
，其面积大小取决于茶树品种、土壤类型的均一程度

和工作量的大小。

4.1.3 —个基层管理单位(例如茶场或合作社) 的茶园划分为若干个诊断单元。其步骤是：划分出不同

的土壤类型；在相同的土壤类型上，划分出不同品种的茶树；在相同品种的茶树里，划分出不同树龄段

的茶树；再依据同一树龄段内茶树的生长状况、施肥管理和采摘制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则将茶树

分别划分；最后按 4.1.2 划分诊断单元。

4.2 采样时间

根据不同季节茶树养分吸收规律，采用“茶树叶片营养三段诊断模式”，即第一段为秋季全营养诊

断阶段；第二阶段为春茶末夏茶初；第三阶段为夏茶末至秋茶初。在天气晴朗的上午8～11时采集样品。

雨天或强风影响后不宜采样。

4.3 采样路线

采样路线依地形而定，在平地或坡度小于30 %的地方，采用“S”形或“V”形采样路线，也可用“X”

形采样路线；在坡度大30 %的或修梯田的茶园，在上、中、下的茶行中分别按上述方法采样。

4.4 样株的选择

4.4.1 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在一个诊断单元内选择 5～6 株生长正常的茶树作为采样树。

4.4.2 旱涝树、冻害树、病害树、边行树均不宜作为采样树。

4.5 采样部位

采集茶树当年生新梢上的成熟叶片（顶端当年生新梢第3叶）。

4.6 采样数量

在每行茶蓬的两侧及中间各采集成熟叶片4～5片，合在一起，作为该诊断单元的分析样品。

4.7 标签和送样

4.7.1 每个样品采集完毕后，应立即把放入样品袋中，并做好标签。

4.7.2 标签内容包括样本编号、采集地点、日期、茶树品种、定植时间和采样人姓名等。

4.7.3 应于当天将样品送到实验室处理，并避免样品受到污染。

5 叶片样品的化学分析

5.1 叶片样品的处理

5.1.1 将新鲜叶片样品的表面擦拭干净，剪去叶柄、叶尖和病斑等不正常部分，放入烘箱于 1 100 C～

1 200 C 杀青固样 15 min～30 min，然后在 700 C～800 C 烘箱中烘干，干燥时间为 4 h～8 h。

5.1.2 如果未能及时处理，样品应悬挂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晾放，并尽快按 5.1.1 除杀青步骤外的方法

进行处理。

5.1.3 将烘干的叶片样品粉碎，使之全部通过孔径为 1 mm 的筛网，密封保存并做好标记，以供分析化

验用。



DB37/T 3554—2019

3

5.2 叶片样品中全氮、磷的测定

按附录A的规定执行。

5.3 叶片样品中全钾、钙 、镁的测定

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6 叶片营养诊断指标

6.1 总则

包括我省当前主要茶树品种的营养诊断指标(通用指标)。叶片养分含量用于衡量各营养元素的丰缺

程度，元素间比值用于判断营养元素间的平衡关系。

6.2 营养诊断指标

山东省主要茶树品种叶片营养诊断通用指标见表1。

表 1 山东省主要茶树品种叶片营养诊断指标

叶片养分含量（%）
元素间比值（正常值）

养分种类 缺乏 正常值 丰富

N ＜1.89 1.89～3.23 ＞3.23

N:P=10.5～14.2

N:K=2.8～3.6

K:P=3.7～3.9

P ＜0.18 0.18～0.26 ＞0.26

K ＜0.67 0.67～0.90 ＞0.90

Ca ＜0.55 0.55～2.01 ＞2.01

Mg ＜0.14 0.14～0.57 ＞0.57

S ＜0.67 0.67～1.04 ＞1.04

Mn ＜0.13 0.13～0.38 ＞0.38

Zn ＜0.006 0.006～0.019 ＞0.019

Fe ＜0.001 0.001～0.007 ＞0.007

注：叶片养分含量以“%”表示的均为质量分数。 

7 营养状况和施肥诊断

7.1 概述

茶树是多年生作物，其施肥的依据是以叶片养分含量为主，土壤养分含量为辅（茶园土壤养分含量

正常值指标见附录C）。将茶树叶片样品的测定结果与6.2中营养诊断指标比较，可判别各诊断单元茶树

的营养状况。

7.2 叶片的养分含量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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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叶片某一养分含量低于正常指标，表明该诊断单元的茶树亏缺该养分，修正的方法是在原施肥

种类和施肥量的基础上，增施含有该养分的肥料。

7.2.2 叶片某一养分含量在正常指标范围内，表明该诊断单元的茶树该养分含量正常，继续按原来该

养分的施用量进行施肥。

7.2.3 叶片某一养分含量高于正常指标，表明该诊断单元的茶树该养分丰富或过剩，可能存在下面两

种情况：

——如果茶树的立地土壤中该养分含量丰富(高于正常值指标)或叶片中该养分与其他养分的比值

高于正常值，可不施含有该养分的肥料，但需施用含其他养分的肥料来调节，如氮过高时要增

施钾肥，磷过高时要增施氮肥，钾过高时要增施氮肥和镁肥，钙、镁过高时要增施钾肥；

——如果茶树的立地土壤中该养分含量不高或叶片中该养分与其他养分的比值在正常范围内，且茶

树也施用了一定量的含该养分的肥料，则应减少施用含该养分的肥料。

7.3 叶片养分间比值高低诊断

7.3.1 如果某一养分与其他养分的比值高于正常值时，可减施或暂时停止施用含该种养分的肥料。

7.3.2 如果某一养分与其他养分的比值低于正常值时，增施含该种养分的肥料。

8 施肥量的确定

8.1 某一元素肥料应增或减施的量按式(1)计算：

C = (C1-C2)´C3
C4´C5

......................................................................... (1)

式中：

C ——单位面积茶树应增或减施某一元素肥料的年用量，单位为千克(kg)；

C1 ——茶树生长良好、产量正常的营养诊断正常值，%；

C2 ——采集的茶树叶片样品化学分析值，%；

C3 ——单位面积茶叶产量；

C4 ——肥料中该养分含量，%；

C5 ——肥料利用率。

注：茶叶产量和肥料利用率可参照当地试验研究确定的结果。

8.2 某一元素肥料的施用量按式(2)计算：

Fs=Fa±C±R.................................................................................. (2)
式中：

Fs——单位面积茶树某一元素肥料年施用量，单位为千克(kg)；

Fa——常规施肥量(某一养分肥料前三年施用的平均值)，单位为千克(kg)；

C ——单位面积茶树应增或减施某一元素肥料的年用量，单位为千克(kg)；

R ——养分不平衡时肥料施用量的调节值，为0.1 kg～0.3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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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叶片中全氮、磷的测定

A.1 叶片样品中全氮、磷测定待测液的制备

A.1.1 测定原理

植物中的氮、磷是以有机态为主。用浓硫酸消煮样品，加30 %过氧化氢以加速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使有机氮和磷转化为铵盐和磷酸盐，可在同一份消煮液中分别测定全氮、磷。

A.1.2 仪器设备

A.1.2.1 可调电炉：1 000 W。

A.1.2.2 消煮管：50 mL。

A.1.3 试剂

所有试剂除注明者外，均为分析纯。分析用水应符合GB/T 6682—2008的第5章中三级水的规格。

A.1.3.1 浓硫酸(GB/T 625)。

A.1.3.2 30 %过氧化氢（GB/T 6684)。

A.1.3.3 氢氧化钠(GB/T 629，化学纯）。

A.1.3.4 10 mol/L氢氧化钠溶液：称取400 g氢氧化钠(A.1.3.3)溶于1 L水中。

A.1.4 操作步骤

称取叶片样品0.06 g～0.1 g(精确至0.0001 g)，置于带刻度的25 mL消煮管（A.1.2.2)中。先加数

滴水湿润样品，然后加1.5 mL浓硫酸(A.1.3.1)，轻轻摇匀，瓶口放消化用的特制玻泡(或弯颈漏斗），

在电炉(A.1.2.1)上先用小火消化，待硫酸分解冒大量白烟后再提高温度，但要控制硫酸烟雾回流高度

约在管壁的三分之二处。待样品溶液消化到呈棕黑色时取下试管。稍冷后加30 %过氧化氢(A.1.3.2)4

滴～5滴，边加边摇，继续消化10 min。消化液如仍有颜色，再加30 %过氧化氢1滴～2滴，继续消化。

反复数次，直至消化液无色后，继续消化20 min。取下，冷却后，用少量水冲洗玻泡或弯颈漏斗，洗液

流人消煮管，并加入l5 mL～20 mL水。待冷至室温后，加水至刻度，摇匀。过滤或放置澄清后供氮、磷

的测定。同时做空白试验，以校正试剂误差。

A.2 叶片样品中全氮的测定

吸取5.00 mL待测液于半微量蒸馏器中，加10 mol/L氢氧化钠（A.1.3.4)溶液3 mL，然后按NY/T 53

—1987中5.3的规定执行。

A.3 叶片样品中全磷的测定

吸取2.00 mL 5.00 mL待测液于50 mL容量瓶中，然后按LY/T 1270—1999中第9章的规定执行。



DB37/T 3554—2019

6

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叶片中全钾、钙、镁的测定

B.1 叶片样品中全钾、钙、镁测定待测液的制备

B.1.1 测定原理

将植物样品灼烧，剩下的为钾、钙、镁等不可燃的灰分元素的化合物。然后用稀盐酸溶解灰分中的

钾、钙和镁等灰分元素。

B.1.2 仪器设备

B.1.2.1 瓷坩埚：30 mL。

B.1.2.2 高温箱式电炉。

B.1.2.3 普通电炉。

B.1.3 试剂

所有试剂除注明者外，均为分析纯。分析用水应符合GB/T 6682—2008的第5章中三级水的规格。

B.1.3.1 95 %乙醇。

B.1.3.2 盐酸（GB/T 622)。

B.1.3.3 1.6 mol/L稀盐酸溶液：量取135 mL盐酸(B.1.3.2)，放入1 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

匀。

B.1.3.4 50 g/L氯化镧溶液：称取13.4 g氯化镧(LaCl3•7H20，光谱纯)溶于100 mL水中。

B.1.4 操作步骤

称取叶片样品0.4 g～0.6 g(精确到0.0001 g)于30 mL的瓷坩埚（B.1.2.1)中，加1 mL～2 mL95 %

乙醇溶液(B.1.3.1)，使样品湿润。然后进行预灰化处理：瓷坩埚放在普通电炉（B.1.2.3)上，坩埚盖

子斜放，调节电炉温度，缓缓加热，要避免样品明火燃烧而致微粒喷出。只有在不冒烟后才能增加温度，

直到样品呈灰白色为止。

样品经预灰化后放入高温箱式电炉(B.1.2.2)中，加热到5 250 C左右，保持2 h。然后降温至2 000

C以下，取出瓷坩埚冷却至室温后用l mL～2 mL水湿润灰分，慎防灰分飞溅损失，再加2 mL水，然后分

次滴加少量1.6 mol/L稀盐酸溶液(B.1.3.3)5 mL，加热至沸，使残渣溶解。趁热过滤，并用热水洗瓷坩

埚及残余物数次，滤液洗入100 mL容量瓶中，冷却后用水定容，摇匀。此待测液可供测定钾、钙、镁用。

B.2 叶片样品中全钾的测定

按 LY /T 1270—1999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B.3 叶片样品中全钙、镁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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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待测液4.00 mL于50 mL容量瓶中，加入1 mL 50 g/L 氯化镧溶液（B.I.3.4)，然后按LY/T 1270

—1999中6.2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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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茶园土壤养分含量正常指标

茶园土壤养分含量正常指标见表C.l 。

表 C.1 茶园土壤养分含量正常指标(0～20 cm 土层)

有机质（g/kg） 全氮(N)/(g/kg) 有效磷(P2O5)（mg/kg) 有效钾(K20)(mg/kg)

20～25 0.8～1.4 140～180 150～190

注 1：土壤有机质测定按 NY/T 1211.6 的规定执行。

注 2：土壤有效磷采用 0.2 mol/L HC1-0.03 mol/L NH4F 混合提取液提取（土液比为 1:5，振荡提取

时间为 1 min），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注 3：土壤有效钾测定 按 NY/T889—2004 中 3.1 的规定执行。

在采集茶树叶片样本的同时采集土壤样品，一个混合土壤样品应从面积6 hm2～21 hm2的茶树园中采

集。

组成一个土壤样品的各个采样点的土壤性状应一致。

采样深度分别为0 cm～20 cm和20 cm～40 cm。

采样点应避开施肥沟、穴等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部位。

样品采集、制备按NY/T 1118—2006的规定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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