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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肥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肥料使用量的

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肥料质量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肥料的过量使用会对

土壤结构造成不利影响，耕地质量下降，甚至引发面源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导致农业再生

产能力降低。其原因既有科学用肥的问题，也有肥料的质量问题。肥料的质量安全严重制约

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如何从肥料的质量入手，严格

控制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有效地防治环境污染迫在眉睫。 

针对这个问题，农业部制定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积极探索产

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绿色化肥应运而生。 

1.2 编制过程 

本标准遵循生命周期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广泛收集国内外化肥行业环境保护、清洁生产

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等文献，选择典型企业开展系统深入地实地调研，

结合我国复合肥料环保的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本审核指南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撰写。该标准给出了复合肥料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生命周期评价要求、

评价方法。具体编制过程如下： 

（1）2016 年 9 月，任务下达，成立标准编制组； 

（2）2016 年 10 月-2017 年 2 月，开展行业现状调研，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分析。 

（3）2016 年 12 月 25 日，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标准讨论会； 

（4）编写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标准编制组于 2017 年 4 月底完成了《绿色复合肥料

产品评价规范》编制说明。 

（5）  年  月  日，******在***组织召开了《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规范》标准验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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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2.1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型产品作为生态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生态型消费

模式的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的《“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完善绿

色产品推广机制。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等体系，逐步将目前分头设立的环保、节

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加强绿色产品全生命周期

计量测试、质量检测和监管。目前我国绿色（生态型）复合肥料市场占有率不高，技术标准

要求参差不齐，政策机制不够健全。因此，有必要通过开展绿色产品评价及其标准化工作，

制定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的绿色复合肥料评价技术标准，并通过评价标准的示范应用，不

断提升复合肥料的生态性，为生态型社会建设提供评价技术、评价标准等基础支撑。 

绿色产品作为建设生态型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在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

废弃处理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在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的前提下，确保产品的资源和能源利

用高效性、可降解性、生物安全性、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性、低排放性，实现产品环境负荷

的最小化。作为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复合肥料产品，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绿色复合肥料产品

在开发应用过程中应以产品生态设计理念为指导，降低产品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环境负荷，

最大程度地采用从原料、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减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的绿色先进

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或消除对人类和环境危害大的原料、产品、副产品、溶剂、试剂和添

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实现复合肥料产品和工艺的高效、低毒、无污染或少污染。面对“十三

五”期间生态型社会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要求，我国对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及其标准化工

作存在着十分迫切的需求。 

2.2 强调环保重点 

2015 年 4 月，农业部首次公开承认，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面源污染的产业。

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土壤和水体污染及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日益加剧。工矿业和城乡生活污染向农业转移排放，导致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下

降，同时由于化肥、农药长期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造

成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长期不合理的施肥对生态环境产生如下危害： 

（1）减产和病虫害时有发生 

庄稼就和人一样，吃得太饱不仅不利于成长，反而会不利于健康。据全国测土配方施肥

专家组组长、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介绍，施肥过量对庄稼造成危害

的结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

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袭，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

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 

（2）加剧环境污染 

过量的肥料会渗入 20 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原来我们

认为这是好事，在 20 世纪 70年代，很多地区的农民都宣扬我们有肥水，这水抽上来一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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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直接长庄稼，但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欧洲人发现长期饮用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

健康有危害。尽管到目前为止，科学上对硝酸盐是否对人体有危害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

是肯定的，从我国浅层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的现实看，氮肥的施用量是过多了。 

（3）土壤退化 

引起土壤酸度变化。过磷酸钙、硫酸铵、氯化铵等都属生物酸性肥料，即植物吸收肥料

中的养分离子后，土壤中氢离子增多，易造成土壤酸化。长期大量施用此类化肥，尤其在连

续施用此类单一品种化肥时，在短期内即可出现这种情况。土壤酸化后会导致有毒物质的释

放，或使有毒物质毒性增强，对生物体产生不良影响。土壤酸化还能溶解土壤中的一些营养

物质，在降雨和灌溉的作用下，向下渗透补给地下水，使得营养成分流失，造成土壤贫瘠化，

影响作物的生长。 

（4）浪费资源 

氮、磷、钾是庄稼所需营养的“三要素”。大气中的氮气是绝大多数庄稼不能利用的氮

素形态，必须通过高压高温，也就是通过消耗大量能源把它变成氨气态活性氮，再转化成能

够被植物利用的其他形态作为肥料。过去生产氮肥主要以石油为原料，现在靠天然气和煤。

这些能源都是我国的紧缺资源。这也正是化肥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长期的不合理施肥，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行业内关于科

学施肥的呼声越来越高，科学施肥不仅仅在于施肥数量的变化，还与养分含量、形态和施肥

方式有关。发展绿色复合肥料，就是为了有效地缓解因施肥带来的环保方面的压力。 

2.3 填补有毒有害物质标准缺失 

目前许多厂家都对自己的产品标明了各种附加功能和成分，但除了 GBT23349-2009《肥

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对复合肥重金属有测定方法，像“镍、钴、硒、钒、锑、

铊”等元素的测定方法目前还未建立，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测定方法，填补有毒有害物质标

准的缺失。 

2.4 加强生命周期评价的应用 

企业要想协调好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就须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把对社会环

境和自然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ife Cycle Assessment,即 LCA）是国际

上环境管理和产品设计的重要工具之一。采用 LCA 方法对我国复合肥工业进行分析，进而

指导复合肥产业向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具有

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意义。 

LCA 是复合肥行业实现绿色化不可或缺的科学工具。目前，复合肥行业应率先在大公

司中运用 LCA，以引领国内 LCA 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LCA 的结果，尤其是影响评价

阶段的结果所能提供的信息只是单一环境评价指标。而在复合肥产品和生产系统的评价过程

中，还需要考虑如何将其融入可持续性综合评价工具之中，进而促进复合肥行业健康的可持

续发展。复合肥正在向满足消费者对于肥效、安全、使用方便和个性化需求方面发展，高效、

环保、专用、功能化是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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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概况 

3.1  行业发展现状 

经过近 3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化肥生产和使用大国，尤其是氮肥和磷肥，

生产和施用均为世界第一。世界化肥增长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于我国。2016 年我国氮肥和磷

肥产能和产量都过剩，钾肥资源不足需进口。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肥料用量已经达到峰值，2015 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为 6022.6

万吨（折纯量，下同），较 1980 年的 1269.4 万吨增长了 3.7 倍。目前我国单位耕地每年化

肥平均用量为 362.0 公斤/公顷，远高于美国的 120 公斤/公顷和日本 270 公斤/公顷。过量施

肥、盲目施肥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而且浪费资源，同时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 

 

图 3-1 .我国化肥施用情况 

复混肥料是指氮磷钾三种养分中，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化学方法和（或）物理混

合造粒方法而制成的肥料。我国几乎包含所有的复合肥料生产工艺，并且一些工艺是特有的。

目前我国复合肥料制造主要有团粒法、料浆法、塔式喷淋和掺混法等。其中，塔式喷淋这一

工艺是近几年我国复合肥生产出现的一项新工艺，主要有尿基高塔和硝基高塔等。随着测土

配方施肥推广实施，企业配方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大中型企业大多可生产几十种，甚至上

百种配方的复合肥料。虽然大型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集中度越来越高，但还有每年生产 1-2

千吨的作坊式小厂仍有存在。据统计测算，目前我国有复合肥料生产企业 3400 余家，总产

能达到 2 亿吨左右，平均产能仅为 5.9 万吨/家企业，其中 200 余家企业的产能达到 100 万吨

以上，最大企业的产能近 700 万吨。按照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统计办法，复合肥料产品价格

分为磷酸基复合肥料（以磷酸为磷源）和除磷酸基以外的复合肥料。近两年来，随着复合肥

料产品价格的不断走跌以及新型肥料市场份额的提升，磷酸基复合肥产量呈现出下降走势。 
表 3-1 产量指标情况（万吨） 

品名 2013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比 2013 年增长% 年递增率% 

复合肥料 6000 6500 6350 5.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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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09 年～2016 年我国复合肥料产品结构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品名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磷酸基复合

肥料 
841 917 857 847 1039 1022 795 628 

非磷酸基复

合肥料 
4011 4391 4343 4473 5130 5300 5700 5722 

合计 4852 5308 5200 5320 6000 6300 6500 6350 

数据来源：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 

肥料助剂作为肥料生产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与肥料共生几十年。对于复合肥

而言，养分越高、配方越复杂的肥料越容易吸潮、结块、粉化。肥料结块、粉化不仅给化肥

的生产、存储、运输带来很大的麻烦，更主要的是给农民施肥带来不便，因此我国每年需要

超过 10 万吨的防结块剂和包裹剂。矿物油由于具备良好的润滑性和疏水性，几十年来一直

是国内外通用的肥料防结剂，但由于其降解性率比较低，因此对土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化肥施用量大，化肥使用结构不合理且利用率低造成的土壤面源污染仍在扩大，但随着

生态农业意识逐渐增强，国家“零增长”和“土十条”等政策相继出台实施，优化化肥产品

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生态肥料，势在必行。 

在欧盟国家，他们采取的绿色行动，主要是通过研究建立肥料限量施用体系，实行种养

一体化，特别是加强了磷钾肥的有机替代，使磷钾肥用量大幅度下降，施肥装备同样由节俭

化转向智能化，在肥料管理方面，也颁布了硝酸铵的法令等措施来保护环境。 

日本采取的绿色行动是提出土壤污染防治法、家畜排泄物管理规划及促进循环利用法、

肥料的管理法，以及持续农业法等，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科学施用肥料。并且他们推广科学

改良技术，同样要实行化肥对农业的减量。 

中国肥料行业依据市场需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科技推

动进步，积极开发绿色生态环保肥料，持续提高行业可发展能力，节能降耗取得一定成效，

海藻酸肥、腐植酸肥、生物菌肥、水溶肥、土壤调理剂、硅肥、功能性复合肥等具有绿色肥

料特征的产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 

2016 年 7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化肥行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大力发展新型肥料，力争到 2020 年，我国新型肥料的施用量占总体化肥使用量的比重

从目前的不到 10%提升到 30%。其中，掺混肥、硝基复合肥、增效肥料、尿素硝酸铵溶液、

缓（控）释肥、水溶肥、液体肥、土壤调理剂、腐植酸、海藻酸、氨基酸等被列为高效、环

保、绿色新型肥料，鼓励开发。 

3.2 行业存在问题 

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一方面新增的产能持续增加，但落后产能退出不力。 

（2）产品结构与营销服务还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目前传统基础肥料品种齐

全，但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高效专用肥料发展滞后，还不能满足平衡施肥、测土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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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机械化施肥及水肥一体化施肥等要求。企业在营销理念和营销模式上还缺乏创新，没

有建立起与农业生产主体变化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体系。 

（3）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企业创新的意识也还不够，研发投入较低，即使一些技术比

较先进的企业，研发投入也不足，这跟国外的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4）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不高。 

（5）硫和钾资源对外依存度大。 

（6）对绿色产品认识不足。有人认为，凡是生物肥料、有机肥料、甚至有机一无机复

合肥料就是“绿色肥料”， 这是一种误解。总结国内外专家的论点，绿色肥料应该达到以

下几点要求：满足作物生长需肥规律并获得优质高产的需要；不含有毒有害物质，若加人化

肥，应经过控释和其它长效化处理，且有机/ 无机元素比例合理；能维持和不断提高土壤肥

力；营养成分比例适当，能明显提高肥料利用率，将施肥的副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适用于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用肥的要求。实

事求是地说，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新型肥料都未全面达到上述要求，离发达国家所规范的“绿

色肥料”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被准人绿色或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肥料更是凤毛麟角。因此，

现在我国多数有机肥、生物肥或各种复混肥，只能说是“初级阶段的绿色环保型肥料”，但

却代表着我国肥料发展的方向。 

（7）不安全的肥料助剂给农业安全带来隐患。由于肥料助剂市场一直缺乏一个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部分小型的肥料助剂企业采用一些环保隐患材料进行肥

料助剂生产，以低价切入肥料助剂市场，这种有环保问题的肥料助剂添加到肥料中后，给肥

料带来一定的环保隐患，最终污染我们的土壤、农产品，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 

 

3.3 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化肥消费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将进入结构调整时代，总量保持稳定并且会出现

降低趋势，尤其是磷肥施用量会减少。行业市场竞争日益由单一企业间竞争向产业链之间竞

争转化，未来企业间、上下游间的联合和重组将不断发生。 

（1）复合肥生产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市场布局更趋合理且日益向市场前沿集

中。领先的农化服务网络将成为复混肥企业构建自身优势和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也决定其未

来市场影响力的高下。 

随着我国农村强劳动力减少，我国种植业生产结构调整，土地集约化进度加快，也会带

来化肥产品结构和化肥销售方式的调整。集约化农业精准调整土地和作物管理措施，方便实

行机械化种植和施肥，液体肥料和掺混肥料会迎来机会。 

（2）产品品种向高效化、差异化、功能化等多样化方向发展。a.测土配方施肥是趋势。

配肥站要靠近终端种植户，按需配肥，随用随配。测土目的不仅是“配”，还要关注如何施；

b.营养全面化。氮、磷、钾是作物不可或缺的大量营养元素，但钙、镁、硫、铁、锌、硼、

铜、钼、硒等中微量元素作用也不可小视，微生物+有机+无机结合也应考虑，营养均衡全面

对作用优质高产非常重要；c.产品功能化。部分肥料产品要具有抗病虫害、抗旱，抗冻，抗

倒伏、抗重茬、调理土壤酸碱度等作用，寻找产品差异化；d.产品结构更合理。目的是要提

高要肥料产品利用效率，符合作物优质高产的目标、对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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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肥料助剂也要走绿色环保之路。大力推进化学助剂绿色化，提高生物降解性能和

生态毒性适应性；制造原料尽量采用天然材料或从再生资源中获得，大力发展植物型水剂产

品，多使用降解性表面活性剂、生物表面活性剂；使用绿色溶剂；使用高分子材料和高分子

表面活性剂；提升资源持续利用率。 

绿色肥料开发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能满足作物生长期需肥规律而获得优质高产的需

要；以维持和不断提高土壤肥力为前提；提高化肥利用率，将施肥的负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充分发挥新型化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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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制依据及参考文献 

《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规范》的编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性文件的基本要求进行，

在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复合肥行业产业政策要求的前提下，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

度，对复合肥产品生态性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考虑到复合肥产品的

全生命周期，深入分析从设计开发、原材料获取、生产、包装、运输、使用等各阶段对资源

消耗、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因素，选取不同阶段的典型指标构成指标评价体系。本标

准在满足指标评价体系要求的基础上，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建立复合肥产品种类规则，

开展生命周期清单分析，进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将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作为产品生态设计评

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以体现标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规范》编制中分析研究了先进国家和地区在本领域的法规、技

术导则等重要文献，充分借鉴了先进技术与成功经验。以体现《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规范》

的先进性与前瞻性。 

主要编制依据包括：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HG/T5047-2016 

NY/T 394-201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GBT 23349-200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GB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新标准从 2014 年开始修订，但至今

未发布） 

GB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现行有效，但以落后地区标准） 

GB15580-2011 磷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063-2009   复合肥料（复混肥料）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HG/T2843-1997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常用标准滴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

示剂溶液 

 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 

参考文献： 

 [1]侯翠红, 许秀成, 王好斌, 赵玉芬. 绿色肥料产业体系构建及其科学问题[J]. 科

学通报,  2015,  36(60):3535-3542 

[2] Zhang W F, Zhang F S. Report on Chinese Fertilizer Development 201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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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2013.26-59 

[3]许秀成, 李菂萍, 王好斌. 环境压力下的生态肥料发展战略, 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

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长沙), 2008 

[4]廖宗文, 刘可星, 毛小云, 王德汉. 发展绿色肥料，推进清洁生产, 第二届全国绿

色环保肥料新技术新产品交流会. 华南农业大学新型肥料资源研究室 

[5]刘可星,廖宗文. 平衡施肥概念的发展及其技术开发[J]. 磷肥与复肥, 

1997(6):64-65 

[6]吴建峰, 林先贵. 我国微生物肥料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 土壤, 2002, 34(2): 

68-73. 

[7]郑超, 廖宗文, 刘可星, 等. 试论肥料对农业与环境的影响[J]. 生态环境, 2004, 

13(1): 132-134. 

[8]吴欢欢, 李若楠, 张彦才, 等. 我国缓/控释肥料发展现状, 趋势及对策[J]. 华北

农学报, 2009, 24(S2): 263-267. 

[9]廖宗文, 刘可星, 王德汉, 等.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控释肥[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1, 3(4): 71-75. 

 [10]孟宪民. 泥炭绿色环保肥料的发展与创新[J]. 腐植酸, 2005 (3): 1-6. 

 [11]赵秉强. 环境友好型肥料发展现状与趋势[J]. 作物杂志, 2003, 3: 22-23. 

[12]田野. 微生物肥料——发展绿色农业的支柱[J]. 四川党的建设: 农村版, 2006 

(9): 54 

[13]解玉洪, 李日鹏. 我国缓控释肥产业发展历程及前景[J]. 中国农技推广, 2009, 2: 

36-37 

[14]黄立章, 石伟勇. 绿色肥料设计的技术路线[J]. 化肥工业, 2003, 30(3):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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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5.1 研究方法 

标准研究采用文献搜集、专家咨询、问卷发放和现场考察等方法对我国复合肥料制造行

业的经营现状、污染物排放现状和主要环境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为研究及评价

构建做准备。 

（1）国内外复合肥料制造行业有关节能、环保的政策法规的分析； 

（2）国内外复合肥料制造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调查（包括研发、装备、排污处理设施

等）； 

（3）行业调研：对限额以上复合肥料企业进行函调，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地理位置、

建筑面积，周边环境敏感点；经营规模；统计近 3 年用能种类（电、热力、煤炭、燃气、燃

油、蒸汽、热水等）以及能源、水资源消耗量；配套设施的基本情况（型号、生产厂家、使

用年限等）；目前已采取的节热、节水措施；污染物控制情况、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情况和空

气质量监管情况等； 

（4）专家咨询：为了使其不偏离相对应的标准，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会向行业的节能、

环保专家进行咨询； 

（5）广泛征求意见：初稿完成后，为保证标准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选择对复合肥料

企业征求意见，通过对意见的汇总、分析，进行相应的修正。 

5.2 技术路线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如下所示。 

 
 

图 5-1 技术路线 



11 
 

6 相关内容确定说明 

6.1 总体说明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评价指标要求 

6.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7. 评价流程和判定方法 

6.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复合肥料生态设计评价规范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要求、生命周期评

价报告编制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以氮、磷、钾三种养分中，至少有两种养分表明量的由化学

法和（或）物理混合方法制成的肥料。 

6.3 评价流程说明 

本标准采用指标体系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确定评价的目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和评价目的，明确评价的范围； 

此后，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收集需要的数据，同时要对数

据质量进行分析； 

然后，对照指标体系中指标的基准值，对产品开展指标体系评价。通过指标评价，判定

该产品属于绿色型产品。 

最后，评价结果为绿色型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向信息需求方提供该产品的绿色产品报告。

其中，应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通过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等过程，详细

评价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大小，并在绿色报告中提出绿色化改进的方向和方

案。 

在评价过程中，尽管未将生命周期评价结果作为绿色型产品评价筛选的核心依据，但绿

色报告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全面展示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影响和人体健康危害； 

帮助企业诊断产品不符合生态设计评价指标要求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改进措施和方案； 

为产品评价提供参考，并可粗略验证指标体系评价的准确性； 

可向消费者、政府、合作企业等有关方提供产品的环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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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确定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基本要求

非环境友
好型产品

评价指标要求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环境友好
型产品

同时
满足？

未符合要求

符
合
要
求

未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通过审核

未
通
过
审
核

是

非生态设
计产品

生态设计
产品

 
 

图 6-1  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设计评价流程 

 

本标准采用指标体系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复合肥料产品可称为生态？设计产品： 

1) 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2) 提供经过评审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6.4 指标体系说明 

首先企业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产品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要求其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2 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得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3 对于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4 对于生产企业的环境管理情况，按照 GB/T24001、GB/T19001 和 GB/T28001 分别建

立并获取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开展能耗、物耗考

核并建立考核制度；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5 生产企业按照 GB 17167 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根据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配备污

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控设备。 

6 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对应的产品质量标准。 

如：复合肥料（复混肥料）产品符合 GB15063、GB18382，硝基复合肥料产品符合 HG/T 

4851，掺混肥料产品符合 GB21633 规定。 

非绿色 
产 品 

绿 色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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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产品属性 

（1）原材料使用 

① 不得使用国家列为危险废物的固体废弃物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已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包含医疗废物、医药废物、非药物（品）、农药废物、木

材防腐剂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等 

② 不允许使用造纸、味精、造革下脚料等不能被判为危险废物的固体废物 

③ 添加有稀土元素的肥料 

④ 成分不明确、含有安全隐患成分的肥料 

⑤ 生活垃圾、污泥和含有有害物质（如毒气、重金属等）工业垃圾 

⑥ 转基因品种（产品）及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肥料 

⑦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使用的肥料 

（2）标识规范 

肥料名称及商标，肥料规格、等级和净含量，养分含量，其它添加物含量，生产许可

证编号，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或批号，肥料标准，警示说明，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标识。包装容器标识符合 GB18382-2001。 

（3）总镉、总汞、总砷、总铅、总铬含量的限值要求 

在我国，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国家标准（GB 18877-2009）、有机肥料农业标准

（NY525-2012）以及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GB/T 23349-2009）对其中的重

金属最高限量作了明确的要求，具体如下表： 

表 6-2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最高限量要求 

序号 元素 GB18877-2009 NY525-2012 GB/T 23349 

1 砷 50 15 50 

2 镉 10 3 10 

3 铅 150 50 200 

4 铬 500 150 500 

5 汞 5 2 5 

综合考虑国内外关于肥料中重金属的限制要求，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拟定绿色复合肥重

金属要求参照 GB/T 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中的相应要求。 

（4）总镍、总钴、总硒、总钒、总锑、总铊、氟化物（水溶性氟）含量的限值要求 

总镍、总钴、总硒、总钒、总锑、总铊、氟化物（水溶性氟）含量这 7项指标在参考

GB15618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限值要求的基础上，并结合肥料

的特性，将部分指标进行了修正，具体要求见表： 

 

表 6-3 肥料中总镍、总钴、总硒、总钒、总锑、总铊、氟化物（水溶性氟）最高限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总镍  ≤3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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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钴  ≤40 mg/kg 

3 总硒  ≤25 mg/kg1 

4 总钒 ≤130 mg/kg 

5 总锑  ≤10 mg/kg 

6 总铊   ≤1.0 mg/kg 

7 氟化物（水溶性氟）  ≤0.5 % 

 

（5）缩二脲的限值要求 

绿色复合肥料中关于缩二脲的限值要求是采用了 GB 2440-2001《尿素及其测定方法》

国家标准中规定农业用尿素缩二脲优等品的要求，即 0.9%。 

（6）不应添加的助剂种类 

① 矿物油。 

② 国家禁止使用的色素、颜料和染料。 

③ 国家禁止使用的表面活性剂。 

 

6.4.2 能源属性 

根据我国综合能耗计算通则和各地区能耗情况调查，确定指标如下：  
 

表 6-4 本标准制定的能源指标 

名称 类别 综合能耗（kgce/t） 

团粒法 17 
绿色复合肥料 

塔式喷淋 14 

6.4.3 环境属性 

（1） 废水排放指标 

现行各项标准中相关指标如下： 

表 6-5 现行标准中的废水排放指标 

序号 项目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硫酸工业

污染物排

放标准 

硝酸工业

污染物排

放标准 

磷肥工业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山东省海

河流域水

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

准 

1 废水 COD 100mg/L 100mg/L 60mg/L 150mg/L 60mg/L 

2 废水中的悬浮物 70mg/L 100mg/L 50mg/L 100mg/L 70mg/L 

3 PH 值  6--9 6--9 6--9 6--9 6--9 

4 废水中的氨氮 15mg/L 8mg/L 10mg/L 30mg/L 10mg/L 

5 废水中的总氮   15mg/L 30mg/L 60mg/L   

6 废水中的总磷（以 P 计） 0.1mg/L 2mg/L 0.5mg/L 20mg/L 0.5mg/L 

7 废水中的砷   0.3mg/L   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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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废水中的氟化物 10mg/L 15mg/L   20mg/L 8mg/L 

 

因此本标准针对调研结果进行指标的确定： 
 

表 6-6 本标准制定的环境指标 

品名 COD

（mg/L） 

氨氮

(mg/L)  

悬浮物

(mg/L)  
PH 值 

总磷

(mg/L) 

砷 

(mg/L) 

氟化物

(mg/L) 

复合肥料 70 15 30 6-9 1.0 0.3 10 

 

（2）废气排放指标 

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为实现环保达标排放，参

照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表 6-7 现行标准中的废气排放指标 

序号 项目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硫酸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硝酸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山东省区域污

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1 尾气中颗粒物  ≤120 mg/ m³  ≤50mg/ m³   30 mg/ m³ 

2 氟化物 ≤9.0 mg/ m³       

3 二氧化硫  ≤550 mg/ m³  ≤400 mg/ m³   200 mg/ m³ 

4 氮氧化物 ≤240 mg/ m³   ≤300 mg/ m³ 300 mg/ m³ 

 
 

因此本标准真对调研结果和肥料的特性，对其进行指标的确定： 

表 6-8 本标准制定的环境指标 

品名 
颗粒物（mg/m³） 氟化物(mg/ m³)  二氧化硫(mg/ m³)  氮氧化物(mg/ m³) 

复合肥料 50 8 200 200 

 

6.5 实验方法 

6.5.1取样 

散装产品按GB/T6679的规定进行取样，袋装产品不超过512袋时，按下述表格确定取样

袋数；超过512袋时按下列计算结果取样，取样袋数取整数，取样量根据试验需要而定。 

采样袋数的确定 

总袋数 最少取样袋数 总袋数 最少取样袋数 

1--10 11 182--216 18 

11--49 12 217--254 19 

50--64 13 255--296 20 

65--81 14 297--343 21 

82--101 15 344--394 22 

102--125 16 395--45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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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51 17 451--512 24 

152--181 18     

 

取样规则：随机抽取一定袋数，取样前上下颠倒4—5次，用采样器从包装袋最长对角线

插入至袋的二分之一处取样，依次从每袋的四个角处，按上述取样方法采集样品，每袋取出

不少于200g样品，每批产品总量不少于4Kg。 

6.5.2样品缩分及试样制备 

将采取的样品迅速混匀，用GB/T6679-2003的附录D规定的格槽式缩分器混合、缩分采取

的样品，注意每次上料时用长方形接受器的短边出料，并且以短边与缩分器中轴线平行的方

式出料，沿缩分器中轴线往复移动接受器以使样品物料均匀平铺于缩分器内；下料时用长方

形接受器的长边接料。样品用缩分器缩分成两份后全部倒入缩分器，再缩分，再全部倒入缩

分器，这样才能得到混合均匀的两份样品，这种操作称为混合缩分。 

用接受器取出1000-1500g采取的样品，经缩分器混合缩分后得到两份混合均匀的样品，

保留一份。 

按以上步骤处理剩余的取样样品，最后将每次处理得到的保留样品混合，再按相同方式

混合缩分，直至保留样品1000g 左右，再次混合缩分得到两份各约500g的样品，分装于两个

洁净、干燥的500ml聚乙烯瓶或具有磨口塞的广口瓶中，密封、贴上标签，著名产品名称，

日期等相关信息，一瓶做产品指标分析，另一瓶保存，以备查用。 

6.5.3 总镉、总汞、总砷、总铅、总铬 

按照GB/T 23349 -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进行测定。 

6.5.4 总镍、总钴、总硒、总钒、总锑、总铊 

采用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进行测定，具体测试方法参照HJ776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6.5.5 氟化物（水溶性氟） 

按GB/T 29400 进行。 

6.5.6 缩二脲 

按GB/T 22924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进行。 

6.5.7 废水COD、悬浮物、PH值、废水中的氨氮、废水中的总磷（以P计）、废水中的砷、

废水中的氟化物 

序号 执行标准 项目 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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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T 1190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2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3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4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5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6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7 HJ 671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6.5.8 废气中的颗粒物、氟化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采样方法、采样频次、采样时间和运行负荷等要求，

应符合GB/T 16157和HJ/T 397的规定；对企业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应符合HJ/T 373的规定进

行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颗粒物的测定 按照GB/T 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氮氧化物的测定按照HJ/T 42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二氧化硫的测定按照HJ/T 56、HJ/T 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氟化物的测定按照HJ/T67大气固定污染源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6.6 生命周期评价说明 

6.6.1 研究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和消费习惯的变化，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相应的就必须提高复合肥产品的要求。在满足植物正常营养需求的基础上，更节能、高效、

多效以及环境更友好的复合肥产品也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绿色复合肥料既迎合了消费者

对高效环保复合肥产品的需求，又符合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命周期评估方法作为

一种在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产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产品在其全生命周期过程（从

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消费乃至最终残留）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从而提供环境

信息以辅助支持决策分析和政策制定。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通过生命周期的研究，可以得出

绿色复合肥的环境影响量化数据，更直观的评估绿色复合肥中成分的变化对环境影响带来的

变化，为推进复合肥生态化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6.6.2 流程说明 

6.6.2.1 系统边界说明 

原料获取过程包括基础化学材料和矿石能源的开采。额外的原料，如农作物生长过程中

所需要的有益菌及调节剂也包含在其中。 

在绿色复合肥料生产配方中增加了几种新的原材料。本研究也包含原材料的运输过程。 

数据选择最近三年的平均值。 

本研究环境影响的地理范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复合肥料生产的钾肥主要来自于白

俄罗斯，而生产复合肥料的氮肥、磷肥等其他化学原料则在国内生产制造。 

6.6.2.2 资源利用和排放数据清单说明 



18 
 

本研究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包括： 

−  复合肥料的原材料成分及用量数据 

−  原材料由原材料供应商运输至复合肥料生产商 

−  复合肥料生产过程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数据 

−  复合肥料由生产商处运输至用户的运输数据 

−  复合肥料包装材料数据，包括原材料包装数据 

7 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绿色复合肥料产品评价规范》是在系统调研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完成的。不仅汲取了

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还紧密结合了国内现状与发展需求。技术要求设置合理、实践可行。

内容侧重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为指导，加强对复合肥产品供应链、复合肥产品的生产过

程以及使用和废弃后的处理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链的管理控制为手段，以提升复合肥在

其生命周期中的综合环境绩效为目标，构建包含复合肥产品生命周期相关阶段的生态设计评

价指标体系，确定复合肥生态型产品的定量定性指标以及评价基准值，并制定相关评价技术

标准；针对复合肥产品检测技术和评价工具需求，研究目前尚缺失的重要检测技术方法，以

提高复合肥生态设计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确保环复合肥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

生态友好性，促进产品的规模化推广，为构建“两型”社会和促进绿色消费模式提供技术支

撑。本标准可为所有复合肥生产的管理的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对于引导我国推行绿

色复合肥产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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