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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复混肥料试验方法系列标准之一，下面列出了这些系列国家标准：

———ＧＢ／Ｔ８５７１《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ＧＢ／Ｔ８５７２《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ＧＢ／Ｔ８５７３《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的测定　磷钼酸喹啉重量法》；

———ＧＢ／Ｔ８５７４《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ＧＢ／Ｔ８５７６《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ＧＢ／Ｔ８５７７《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５７１—２００２《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本标准与ＧＢ／Ｔ８５７１—２００２的主要差异为：对标准的格式进行了重新编写。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无锡市太平洋化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勇明、刘刚、刘
!

、章明洪、袁云。

本标准于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２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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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用缩分、研磨等操作，将取得的原始颗粒肥料样品制备成供分析用的实验室样品。

本标准只适用于由化学方法制得的复合肥料或由氮肥、磷肥、钾肥为基础肥料经二次加工制成的复

混肥料。

２　原理

通过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样品分成两个相等部分，借弃去部分样品和混合部分样品以将样品缩小至

需要量，然后研磨至通过规定的筛孔，以获得均匀的、有代表性的、供分析用的实验室样品（通称试样）。

３　仪器

３．１　格槽缩分器：见图１，或其他具有相同功效的缩分器。

３．２　研磨器或研钵；

３．３　试验筛：孔径为０．５ｍｍ，１．００ｍｍ，带底盘和筛盖；

３．４　搪瓷盘或铲子：其宽度应和格槽缩分器（３．１）加料斗宽度相等。

４　样品缩分

４．１　格槽缩分器缩分

将两只接收器分别放在缩分器两侧接收样品的位置，将肥料样品平铺在搪瓷盘（或铲子）内，用两手

置样品盘于缩分器加料斗上方，尽可能靠近中心并成正交位置，缓缓地将肥料加入，使其形成一层薄的

物料流，颗粒肥料能垂直地、等量地落入所有的格槽中。注意，一定要使肥料连续加入，否则样品将落在

某一接收器中，以致得不到等量的、均匀的、有代表性的样品。弃去一只接收器中样品，将另一接收器中

样品返回缩分器缩分。重复此操作直至获得分析所需的样品量（约１０００ｇ）。如需缩分的原始样品较

少，则可将第一次缩分所得的两只样品分别重新缩分至需要的样品量。若原始样品量大于缩分器容量，

则可将样品先分成若干等分，然后一份一份地按上述操作进行缩分，丢弃一只接收器中的样品，将另一

只接收器中的样品混合再缩分。缩分操作应尽可能快，以免样品失水或吸湿。

４．２　四分法缩分

用铲子或油灰刀将肥料在清洁、干燥、光滑的表面上堆成一圆锥形，压平锥顶，沿互成直角的二直径

方向将肥料样品分成四等份，移去并弃去对角部分，将留下部分混匀。重复操作直至获得所需的样品量

（约１０００ｇ）。

４．３　将４．１或４．２缩分后混合均匀的样品装入二个密封容器中密封，贴上标签并标明样品名称、取样

日期、取样人姓名、单位名称或编号。一瓶作产品质量分析，一瓶保存二个月，以备查用。

５　样品研磨

将４．３中的一瓶样品经多次缩分后取出约１００ｇ，用研磨器或研钵研磨至全部通过０．５０ｍｍ孔径

筛（对于潮湿肥料可通过１．００ｍｍ孔径筛），混合均匀，置于洁净、干燥瓶中，作成分分析。研磨操作要

迅速，以免在研磨过程中失水或吸湿，并要防止样品过热。余下实验室样品供粒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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