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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生产中的质量管控



内容简介
面临的新形势

国家质量管控制度

复肥产业概况

生产质量管控

质量管理

设备设施、人员管理

生产管理

文件管理

检测管理

标准化手段



节能新工艺 VS   现有工艺

化肥用量下降趋势 VS  产能过剩

高效化、复合化、缓释化 VS  多样化

养分型肥料 VS  营养型肥料（保水、碳、调理剂）

农业人口老龄化 VS  土地流转、城镇化

行业内竞争 VS  协作

产业集中度提高 VS   产业间技术嫁接

网络技术

塑料

日化

生产经营政策的收 VS   放
中国特色 VS   国外先进经验

面临的新形势



总体方向

通过对现有肥料与其他物料的组合加工以及对已有肥
料功能的再认识，施肥装备、技术创新和完善，辅之
科学施肥指导细化，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提高作物产
量与品质、实现作物特定品质、控制供肥过程，满足
特定需求，实现肥料、作物与土壤、水环境的可持续
和谐。
再认识：液氨 钙镁磷肥 膨润土 腐植酸

创新方向

 知不足然后补足

 区域、时段性不固定

 理论、理念创新然后产品创新

 从肥料生产、施用、土壤中降解与迁移、作物吸收全过程及
施肥对象预期用途考虑创新



国家质量管控制度
标准化法 质量评价尺度、检测依据 共182项

 氮肥30项，占16%；磷肥 6项， 占 3%；钾肥 5项， 占 3% 

 复肥34项，占19%

 微生物、有机肥35项，占19%；其它和新型肥料28项，占15%

 肥料基础通用方法标准44项，占24%

计量法 测量、计量设备检定/校准

特岗上岗证
生产许可证 确保持续生产合格产品的基本能力

复肥：复混肥、复合肥、掺混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其他复肥

磷肥：过磷酸钙、钙镁磷肥、钙镁磷钾肥、肥料级磷酸氢钙

肥料登记证 确保安全有效

质量法 质检、工商、农业监督抽查 工信部

对象、范围不同



复肥是指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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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方法制成的肥料。由于能够提高肥效、简化施肥技术、减少

施肥次数，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避免单质肥料不合理施用造成的环境污

染等问题，其生产和使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复肥



注：掺混肥料肥料为氮、磷、钾三种原料掺混而
成。

复肥生产工艺



我国1987年对复肥产品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前全
国约有4000家复肥生产企业。

复肥生产许可证发证状况



新增：其他类型复肥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单元

4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Ⅰ型

Ⅱ型

5 其他类型复肥

缓释肥料
高浓度
中浓度

部分缓释肥料

控释肥料
高浓度
中浓度

部分控释肥料

硫包衣缓控释复肥 -

脲醛缓释复肥
脲甲醛

异丁叉二脲
丁烯叉二脲

稳定性复肥

稳定性复肥1型
稳定性复肥2型
稳定性复肥3型

无机包裹型复肥

Ⅰ型高浓度

Ⅰ型中浓度

Ⅰ型低浓度

Ⅱ型高浓度
Ⅱ型中浓度

含有部分Ⅱ型产品的掺混肥料



质量管理制度

企业高层有质量管理负责人

设置质量管理机构或中层有负责质量管理工作人员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
系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
严格实施，并记录有关结果。

质量管理是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的活动
，通常包括制定质量方针、质量目标以及质量策划、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



设备设施管理
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需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完好。

生产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应按有关规定配备安全防护装置。

必须具有实施细则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

精度和数量应能满足实施细则和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必须具有实施细则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精

度和数量应能满足表4和产品生产、检测的要求。

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检验用

工艺用



序号 生产设备、设施 检验测量设备

1 包膜核芯原料筛分设备 生化恒温培养箱或恒温快速浸提仪

2 包膜核芯原料、缓释膜材料计量设备 分析天平

3 预热设备 凯氏定氮仪

4 预热设备进出口风温度测定仪 火焰光度计

5 喷涂设备 电导率仪

6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分光光度计

7 缓释膜材料制备设备 相应核芯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8 成品筛分设备 其它各种玻璃仪器

9 成品包装设备 针对特殊添加剂所必需的检控仪器

10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1 从包膜核芯原料筛分到产品包装形成连

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12 气体净化回收设备

13 排风设备

14 原料库≥500m2

15 成品库≥500m2



缓释肥料和控释肥料生产企业检测设备必须具备：生
化恒温培养箱或恒温快速浸提仪和分析天平。

另外：

1、当缓释肥料和控释肥料中缓释养分为缓释氮时还需要检测设
备为：凯氏定氮仪（或氮、磷、钾自动分析仪或GB/T8572-
2010中规定的氮测定仪器设备）。

2、当缓释肥料和控释肥料中缓释养分为缓释钾时所需检测设备
为：

A：当钾的释放量小于2％时：火焰光度计。

B：当钾的释放量小于2％时：焰光度计或四苯硼酸钾重量法所
需仪器设备或氮、磷、钾自动分析仪）。

3、采用累积养分释放率快速测定方法的还应具有电导率仪。

4、采用氮的释放率的快速测定方法的还应具有分光光度计。



序号 生产设备、设施 检验测量设备

1 包膜核芯原料筛分设备 恒温箱

2 包膜核芯原料计量设备 消化仪器

3 预热设备 蒸馏仪器

4 预热设备进出口风温度测定仪 防爆沸颗粒或装置

5 喷涂设备 消化加热装置

6 液体硫磺储存设备 蒸馏加热装置

7 液体硫磺计量设备 相应核芯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8 封闭剂储存设备 其它各种玻璃仪器

9 封闭剂计量设备 针对特殊添加剂所必需的检控仪器

10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 以下空白

11 成品筛分设备

12 成品包装设备

13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4 从包膜核芯原料筛分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
机械化生产线

15 气体净化回收设备

16 排风设备

17 原料库≥500m2

18 成品库≥500m2



序号 生产设备、设施 检验测量设备

1 液体醛类储存设备 水浴

2 液体醛类、尿素计量设备 消化仪器及加热装置

3 脲醛缓释材料制备设备 分析天平

4 脲醛缓释材料喷涂设备 防爆沸颗粒或装置

5 脲醛缓释材料喷涂计量设备 滴定管

6 原料粉碎设备 相应核芯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7 配料计量设备 其它各种玻璃仪器

8 混合设备 针对特殊添加剂所必需的检控仪器

9 造粒设备 以下空白

10 干燥设备

11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
12 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测定仪

13 成品筛分设备

14 成品包装设备

15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6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
产线

17 气体除尘净化回收设备

18 排风设备

19 原料库≥500m2

20 成品库≥500m2



序号 生产设备、设施 检验测量设备

1 脲酶抑制剂或硝化抑制剂计量设备 分析天平

2 原料粉碎设备 滴定管

3 配料计量设备 相应基质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4 混合设备 其它各种玻璃仪器

5 造粒设备 针对特殊添加剂所必需的检控仪器

6 干燥设备 以下空白

7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

8 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压力测定仪

9 成品筛分设备

10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机
械化生产线

11 成品包装设备

12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3 气体除尘净化回收设备

14 原料库≥500m2

15 成品库≥500m2



序号 生产设备、设施 检验测量设备

1 原料粉碎设备 抽提管

2 配料计量设备 分析天平

3 混合设备 滴定管

4 包裹核芯造粒设备 相应核芯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5 包裹核芯干燥设备 其它各种玻璃仪器

6 包裹核芯筛分设备 针对特殊添加剂所必需的检控仪器

7 包裹核芯计量设备 以下空白

8 无机包裹材料计量设备 相应核芯肥料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9 无机包裹设备

10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
11 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测定仪

12 成品筛分设备

13 成品包装设备

14 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5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16 气体除尘净化回收设备

17 排风设备

18 原料库≥500m2

19 成品库≥500m2



1. 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必备的生产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

生产工艺的企业，按本实施细则的要求对企业工艺设计文

件规定的生产设备进行核查。外购其他类型复肥与常规肥

料掺混的其他类型复肥生产企业按照掺混肥料的必备生产

设备进行审查。

2.同一条生产线、同一套检测仪器仅限于一家企业的生产

许可证申请。

3. 企业配备的生产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

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要求。



复混肥料：

采用圆盘造粒工艺的，圆盘直径≥3米或者配备两个直径≥2.8米的

圆盘；采用转鼓造粒工艺的，转鼓造粒机直径≥1.5米。采用挤压造

粒工艺的，挤压造粒机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产能≥5万吨/年；采用高

塔造粒工艺的，高塔直径≥9米，高度≥9米。

干燥机至少一台，直径≥1.5米，长度≥15米。

冷却机至少一台，直径≥1.2米，长度≥12米。

生产设备规格性能要求



复合肥料：

造粒设备: 转鼓造粒机直径≥1.5米。

干燥设备:干燥机至少一台，直径≥1.5米，长度≥15米。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 ℃): 冷却机至少一台，

直径≥1.2米，长度≥12米。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造粒设备：采用圆盘造粒工艺的，圆盘直径≥2.8米；采用转鼓造粒工艺

的，转鼓造粒机直径≥1.2米；采用挤压造粒工艺的，挤压造粒机产品说明

书中规定的产能≥2万吨/年。

干燥设备：干燥机至少一台，直径≥1.2米，长度≥12米。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50℃）：冷却机至少一台，直径≥1.0米，

长度≥10米。

原料问题（工业下脚料）



掺混肥料：

必须是自动配料装置（有自动控制系统），筛分装置且配

料口不低于3个。

其他类型复肥：

生产设备应符合相应核芯肥料生产设备规格型号要求。



人员管理

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和一
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
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能，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工人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配方和工艺文件等），
并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企业应按规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
核。
法律规定有要求的必须持证上岗



生产管理
原辅材料采购管理制度：供方评价、采购文件、检验
验证
废弃物使用

进货抽样与检验方法

工艺管理与考核，确保按操作规程操作

关键质量控制点设置与控制程序
定义

控制对象与方法

产品标识

不合格品控制

产品销售管理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关键控制点

1 复混肥料 / 计量配料
烘干

2 复合肥料 /
计量配料
合成反应
烘干

3 掺混肥料 / 计量配料

4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 计量配料

烘干

5 其他类型复肥

缓释肥料

原料计量
缓释材料配制

喷涂

控施肥料

原料计量
控释材料配制

喷涂

硫包衣复肥

原料计量
封闭剂配制

喷涂

稳定性复肥
计量配料
烘干

脲醛缓释复肥

原料计量
脲醛溶液配制

烘干

无机包裹型复肥

原料计量
包裹材料配制

烘干

各单元关键质量控制点



文件管理

标准管理
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相
关标准。

企业标准不低于国行标，且经备案。

技术文件（设计文件、工艺文件、检验文件）
正确、完备 审核=验证

完整、配套 操作、工艺、安全、效能要求

与实际一致，各部门一致

企业应制定的技术文件管理制度应能保证使用部门可
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且由部门或人员管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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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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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 HG/T 4217-2011 无机包裹型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相

关

标

准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571—2008 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GB/T 8572—2010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GB/T 8573—2010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4—2010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GB/T 8577—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

GB 15063-2009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 18382—200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21633—2008 掺混肥料(BB肥)

GB/T 24891-2010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HG/T 2843—1997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定溶液、标准溶
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包装袋明示的其他辅助营养成分的检测标准

以及该企业所用原料肥料的相应现行有效标准



检验管理
应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或专职检验人员，并制定质

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

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具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书，并按规定进行包装和标识。

包括检验、包装（材料、含量）和标识三方面

需要进行型式检验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目的是通过比对验证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其他类型复肥产品可标注名称规定

序号 产品品种 产品名称（根据核芯/基质肥料品种选取）

1 缓释肥料

缓释复混肥料、缓释复合肥料、缓释掺混肥
料、缓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包膜缓释复混肥
料、包膜缓释复合肥料、包膜缓释掺混肥料、
包膜缓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2 控释肥料
控释复混肥料、控释复合肥料、控释掺混肥
料、控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3
硫包衣缓控释复

肥

硫包衣缓控释复混肥料、硫包衣缓控释掺混肥
料、硫包衣缓控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4 脲醛缓释复肥
脲醛缓释复混肥料、脲醛缓释复合肥料、脲醛
缓释掺混肥料、脲醛缓释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5 稳定性复肥
稳定性复混肥料、稳定性复合肥料、稳定性掺
混肥料、稳定性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6 无机包裹型复肥

Ⅰ型和Ⅱ型产品：无机包裹型复混肥料或无机
包裹型复合肥料；
含有部分Ⅱ型产品的掺混肥料：掺混肥料、掺
混肥料（BB肥）、无机包裹型掺混肥料或者无
机包裹型掺混肥料（BB肥）



质量管控核心原则

评价原则

验证原则

可完善原则

贯彻以上原则应PDCA循环



标准化手段——制标前提

标准化的作用

统一评价尺度，规范和引领行业发展

配合国家政策，调控发展方向和节奏

制定标准的前提

作用机理科学，并得到验证和业内专家认可

形成一定市场规模

已通过农业登记或者环境效应得到权威部门正向评价

有科学可行的检测评价体系



标准化手段——标准现状1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领域 182项

按标准级别

国标 81项

行标 101项，涉及化工、农业、商检、轻工、电力五个行业

按标准属性

强制性标准 40项（22%）

推荐性标准 142项（78%）

按标准类别

产品标准 63项（35%）

基础标准 18项（10%）

方法标准 96项（53%）

管理标准 5项 （3%）



标准化手段——标准现状2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领域 182项

按产品品种

氮肥30项，占16%

磷肥 6项， 占 3%

钾肥 5项， 占 3% 

复肥34项，占19%

微生物、有机肥35项，占19%

其它和新型肥料28项，占15%

肥料基础通用方法标准44项，占24%



标准化手段——未来重点

国内标准化

关注肥料质量安全，关注废弃物的使用

关注肥料施用技术、使用安全和经销农化服务规范

关注肥料科技进步，做好新型肥料标准制定和标准体系梳理工作

肥料标准化体系的调整优化

液氨、尿素、农用硝酸铵、农用氯化钾、中微量元素等标准制修订

肥料分类、分级使用、命名原则等标准制定

腐植酸系列标准的制修订

土壤调理剂产品

仪器分析方法、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和标准制定

国际标准化

国际标准起草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化肥审查部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商照聪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021-52500134

电子邮件：szcmsds@gmail.com

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345号，邮编：200062

网址：http: //www.msd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