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为解决生活污泥资源化利用中好氧堆肥的水分过高问题，采用添加保水剂的方法对堆体的初始水分进行调节。试验将生

活污泥和木屑按 C/N为 16颐1混合后，通过添加不同量的保水剂，设置成理论初始含水率分别为 46%、54%、56%、58%和 68%的 5个
处理。在堆肥过程中，对堆体温度、pH值、EC值、有机质、总氮、铵态氮、硝态氮以及产物的腐熟度指数（GI）等指标进行了测定。实验
结果表明：通过添加保水剂调节污泥堆肥的起始水分含量对促进堆肥的好氧发酵过程是完全可行的；适宜的起始堆体含水率有利

于发酵过程温度的升高和养分的转化，也有利于产品各项理化指标和养分指标的实现；根据原料和辅料的碳氮比确定混合配比后，

可依据拟采用的保水剂在污泥中的吸水倍率，通过理论计算得到将混合原料起始含水率调整到适宜值时所需添加的保水剂量。根

据本试验结果得出，在利用保水剂调节污泥堆肥起始水分时，将理论初始含水率设定在 54%左右是较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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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igh water content of sewage sludge could compromise temperature increases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which is an ob原
stacle for its recycling use. Water retaining agent（WRA）is a new type of functional polymer material, which could absorb up to a thousand
times its own weight in water. In the present study, polyacrylamide, which can absorb as much as 75.3 times its own weight of water in the
sewage sludge, was used as a common WRA to adjust the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of compost piles. To implement the experiment, first,
sewage sludge and sawdust were mixed to achieve a carbon（C）to nitrogen（N）ratio of 16颐1. WRA was then mixed with compound feedstock
at 0.614%, 0.456%, 0.423%, 0.377%, and 0% on a weight basis. In this way, the initial compost pile water contents of 46%, 54%, 56%,
58% and 68%were obtained，respectively. In the composting process, the parameters measured include temperature, pH, electrical conduc原
tivity（EC）, maturity index（GI）and contents of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TN）, ammonium-N（NH +4 -N）, nitrate-N（NO -3 -N）of the
compost pi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suitable moisture condition for the aerobic fermentation of sewage sludge could be created using
WRA in the compos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was 54% for optimum compositing, which promoted a temperature in原
creas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utrients during fermentation, and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good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products. Thus, for specific feedstock with known C/N ratios, the required dose of WRA could be calculated to obtain optimum theoretical
moisture contents for the subsequent fer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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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氮、

磷、有机质和多种植物必需微量元素，是一种良好的

肥料资源，但因其同时含有大量的病原菌、有毒有害

物质、寄生虫卵、难降解的有机物及重金属等，若处理

处置不当会影响生态环境甚至危害人体健康[1-2]。生活
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方式中，通过堆肥发酵将其转变成

肥料或植物生长基质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但用污泥进

行堆肥的最大困难是其含水率过高。普通生活污水处

理厂的污泥含水量通常在 80%以上，远超堆肥最佳初
始含水率 50%耀60%的范围[3]，因此必须加以调节。然
而，利用添加大量干燥辅料的方法来调节堆体水分，

不仅可能造成堆肥原料的碳氮比不符合好氧发酵的

基本需求从而影响发酵过程的顺利进行，也会因掺入

的辅料过多增加成本。因此，寻找一种简易廉价的水

分调节方法对利用生活污泥进行好氧堆肥具有实际

意义。

农用保水剂（WRA）是一种吸水能力极强的高分
子树脂[4]，能吸收自身重量几百甚至上千倍的水分，即
使在加压和受热条件下所吸收的水分也不易散失[5]。
保水剂对热、酸碱、光的稳定性好，能缓慢释放水分并

被植物所吸收利用 [6]，因此已在农、林等领域广泛应
用。使用效果表明，其具有保持土壤水分、增加造林成

活率、保肥增效增产[7-9]等多种改善土壤功能的作用，
成为继农药、化肥、地膜之后的又一大农用化学制

品 [10-11]。本试验所采用的聚丙烯酰胺属于保水剂中
的一种，可在化学、物理和生物学作用下降解，其最初

产物是丙烯酰胺。虽然其对动物神经具有较大毒性，

但土壤微生物可将其迅速降解为 CO2、H2O 及硝酸
盐，为自身繁殖提供氮源和碳源。由于堆肥的条件类

似于土壤，故丙烯酰胺不会在堆肥中大量积累。加之

堆肥的使用对象是土壤，因此在堆肥中添加该物质，

不会对环境造成风险[12]。
基于保水剂对水分的强烈吸持特点，我们设想利

用保水剂来调节污泥好氧堆肥起始阶段的水分含量。

通过对添加不同保水剂用量的堆肥过程有关参数的

获取和比较，为污泥含水率过高而在起始堆肥阶段无

法快速升温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试验采用的保水剂为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由北

京汉力淼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外观为白色小颗粒，

粒径 20~80目，分子量为 500万~600万。

污泥取自扬州市汤汪污水处理厂，辅料木屑取自

扬州漆器厂，其基本性质见表 1。

1.2 实验方法
在将生活污泥通过发酵转变成肥料或植物生长

基质过程中，如何在保证合适的原料碳氮比前提下将

初始堆体的水分含量调节至发酵所需的最适范围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本试验的目的在于，借助保水剂的

高吸水性，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通过添加适量的保

水剂，将原料中过多的水分暂时转移储存到保水剂

中，从而使原料中的水分适合最初发酵所需的含水率

范畴。

1.2.1 保水剂添加量的确定
（1）保水剂在蒸馏水中的吸水倍率测定
称取干燥的保水剂 0.500 g放入烧杯，加入 300

mL蒸馏水，盖上保鲜膜，在室温静置 2 h，让保水剂充
分吸水后形成凝胶。用 100目尼龙网过滤获取保水剂
凝胶，称取保水剂凝胶质量 m。保水剂的吸水倍率计
算公式：K1=（m/0.5）-1。测定重复 3次，取平均值，得到
保水剂在蒸馏水中的吸水倍率 K1抑393.5。
（2）保水剂在污泥中的吸水倍率测定
在培养皿中均匀放置干燥并称重的大小接近的

保水剂 50粒，加污泥搅拌后静置 3 h，待保水剂充分
吸水后，挑出已成为凝胶状的保水剂颗粒置于滤网

上，迅速冲洗去除粘在保水剂上的污泥。将保水剂凝

胶颗粒放入已称重过的铝盒，称取保水剂颗粒和铝盒

总重。将装有保水剂的铝盒放入烘箱，于 105 益下烘
24 h至恒重，记录冷却后的铝盒+保水剂的总重量，计
算出保水剂在污泥中的吸水倍数 K2抑75.3。
（3）保水剂添加量的确定
研究发现，好氧堆肥原料的最佳初始含水率范

围为 50%耀60%[2]。试验首先按照有利于发酵的堆肥原
料所需的合适 C/N确定添加辅料的量。据报道，低碳氮
比（15颐1）较之中碳氮比（25颐1）和高碳氮比（35颐1）处理
在堆肥结束后，其中多糖、脂肪类成分减少，芳香结构

成分增加，胡敏酸的腐殖化程度更高，结构更稳定[13]。
因此为减少辅料的用量和有利于堆肥过程中腐殖

化的进行，本试验将原料的初始 C/N 设定为 16颐1，

表 1 原料基本性质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raw materials

原料 TN/g·kg-1 TOC/g·kg-1 含水率/% pH C/N
污泥 35.23 261.8 78.26 6.68 7.43
木屑 3.23 455.6 4.94 5.6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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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据此计算出辅料（木屑）的添加量为污泥湿重的

16.7%，高效纤维素降解菌（选用 Bacillus stratospher原
icus KC172060）的添加量为污泥湿重的 0.23%。此时
混合原料初始的含水率为 68%。在此基础上，根据保
水剂在污泥中的吸水倍率，计算出将混合原料中的含

水率调整到所需值（理论含水率）时所应加入的保水

剂量。

混合原料理论含水率（%）=
污染水分+木尿水分+菌剂水分-保水剂吸收水分
污染质量+木尿质量+菌剂质量-保水剂吸收质量伊100%
保水剂吸收水分=K2·保水剂添加量
试验共设置 5个理论含水率处理，其中 1个未添

加保水剂，其混合原料的初始含水率高于 60%（处理
E），1个初始含水率低于 50%（处理 A），其余 3个处
理的混合原料初始的理论含水率位于 50%耀60%之
间，具体的保水剂添加量和理论含水率见表 2。

1.2.2 试验方法
每个堆肥处理的污泥重量为 30 kg，按不同的混

合原料理论含水率分别加入不同量的保水剂后搅拌

混匀并静置 3 h。然后按污泥湿重的 16.7%添加木屑
和 0.23%加入高效纤维素降解菌并充分混匀，此时混
合原料的 C/N约为 16颐1。将以上不同用量保水剂处理
的混合原料分别装入大小为 55 cm伊40 cm伊40 cm的
保温泡沫箱中。为形成好氧发酵条件，在泡沫盒周边

中下部各开 8个半径为 2.5 cm左右的小口通风。在
堆肥初期前 2 周每 3 d翻堆 1 次，之后每周翻堆 1
次。由于试验在冬季进行，温度较低，因此整个堆肥时

间延长至 52 d。分别在进行堆肥发酵的第 0、2、5、12、
24、38 d和 52 d，采用多点混合法进行采样。通过测定
堆肥过程中堆体的温度、pH 值、EC 值、有机质、TN、
铵态氮、硝态氮以及最终产物的发芽指数（GI）等指
标，综合评价不同用量保水剂处理对生活污泥堆肥的

效果。其中 pH值、铵态氮、硝态氮的测定采用新鲜样

品，有机质、全氮的测定采用风干样品。

1.2.3 测定方法
堆体温度测定采用在堆体的 5个不同深度放置

5支温度计，在每天 9：00 am和 6：00 pm记录温度，
取其算术平均值；pH采用水土比=5颐1浸提，pHS-3C
型酸度计直接测定；EC采用水土比=5颐1浸提，DDS-
11A型电导率仪直接测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
法测定；全氮采用 H2SO4-H2O2消煮，凯氏定氮法测
定；铵态氮采用 KCl浸提-靛酚蓝比色法测定；硝态
氮采用 KCl浸提-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发芽指数（GI）：取第 52 d的样品，按照固液比=1颐
10将堆肥与蒸馏水混合，振荡 4 h，将上清液用慢速
滤纸过滤。在培养皿内垫上一张滤纸，均匀放入 20粒
雪里蕻种子，加入浸提滤液 10 mL，在 25 益黑暗的培
养箱中培养 48 h后计算发芽率，同时测定根长。每个
样品重复 3次，同时用去离子水作空白对照，根据以
下公式计算种子的发芽指数：

GI（%）= 处理的发芽率伊处理根长
空白的发芽率伊空白的根长 伊100%

1.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Excel和 Origin 8.5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温度
图 1显示，添加不同质量保水剂的堆肥，它们的

温度变化趋势总体呈现快速上升、缓慢下降、最后逐

渐稳定的过程。从达到各自最高温度所需时间上看，

不同处理堆肥升温快慢排序：处理 B逸处理 C逸处理
E逸处理 D逸处理 A。各处理所到达的最高温度也与
以上顺序相同。27 d后，由于水分蒸发及翻堆散热，易
降解物质逐渐耗尽，各堆体都接近室温。处理 A添加

表 2 混合原料理论含水率的调节
Table 2 Adjustment of theoretical moisture content of

mixed raw materials

注：混合原料理论含水率不包括储存在保水剂中的水分。

处理 保水剂添加量/% 混合原料理论含水率/%
A 0.614 46
B 0.465 54
C 0.423 56
D 0.377 58
E 0 68

图 1 堆肥过程中温度的变化
Figure 1 Changes of temperature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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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水剂最多，初始理论含水率仅为 46%，升温最慢，
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也最低。在第 11 d时，对堆体进
行了补水，虽然其后温度由降温转为升温，但持续时

间不长，升温幅度也不大。说明起始阶段的水分不足，

其发酵过程明显受阻。处理 B在所有处理中的温度
上升最快，所达到的堆体温度也最高，意味着该处理

堆体 54%的含水率最适宜微生物的活动。在达到最
高温度后，其降温也最快，说明该条件最有利于易降

解物质的分解。处理 C、D、E的情况较为相近，其所能
到达的最高温度均低于处理 B。
2.2 pH值

图 2显示，5个处理的 pH值在堆肥发酵过程中
均呈现“降低-升高-再降低”的趋势。在最初 2 d，各
堆体的 pH值均有所下降，2 d后堆体 pH值上升，在
5 d时到达最高值，并维持至 12 d左右。

发酵过程中堆体的 pH值变化和最终的堆体 pH
值受初始水分含量的影响程度很大。处理 A的初始
水分含量最低，堆体通气条件最好，最有利于硝化微

生物的作用，释放的 H+也可能是最多，因此其终值
pH值仅在 5.7左右。处理 C的 pH终值最高，达到 7.2
左右，其余处理的 pH值在 6.4耀6.9之间。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 525—2012），有机肥的
pH值要求为 5.5耀8.5，因此虽然本试验中所有堆体发
酵最终的 pH值均符合要求，但其中处理 B、C、D、E
的终点 pH值处于 6.4~7.2之间，更接近中性。

2.3 EC值
图 3 显示，5 个处理的堆体 EC 值在最初 2 d 有

小幅下降，总体上处于逐渐上升的状态。5个处理堆
体的最终 EC值分别为处理 A：4.36 mS·cm-1，处理 B：
2.66 mS·cm-1，处理 C：2.47 mS·cm-1，处理 D：4.01 mS·

cm-1，处理 E：3.75 mS·cm-1。从初始堆体水分含量看，
除未添加保水剂的处理 E外，处理 A添加的保水剂
最多，水分含量最低（46%），处理 D添加的保水剂最
少，水分含量最高（58%），而这两个处理恰恰是 EC值
最高的。水分含量位于中等的处理 B（54%）与处理 C
（56%）的 EC值较低。由此可见，水分含量过小或过大
均会使产物的 EC值增加，说明不合适的水分含量有
可能增加产物中可解离的带电离子数量。按照我国的

肥料标准，当 EC臆4.3 mS·cm-1时可以安全施用，本
试验中处理 A的 EC值已经轻微超标。

2.4 有机质
图 4显示，在起始阶段各处理有机质的降解速度

较大，中后期趋于缓慢。前期有机质降解率高，原因是

起始阶段堆体中含有的易分解有机物较多，微生物大

量繁殖，有机质被迅速分解[12]。而 24 d后，各堆体有机
质降解减缓是因为后期堆体温度降低，微生物活性减

弱，大部分容易降解的有机质都已被完全降解[15]。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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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堆肥过程中 pH值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the pH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图 3 堆肥过程中 EC值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the EC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图 4 堆肥过程中的有机质变化
Figure 4 Changes of the organic matter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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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起始时相比，试验结束时处理 A、B、C、D、E 5个
堆体的有机质含量分别下降了 30.3%、46.3%、42.1%、
40.3%、32.5%。显然，有机质总降解率与混合原料的
初始含水率密切相关。初始含水率最低的处理A与含
水率最高的处理 E，其有机质的总降解率都仅为 30%
或略多，而含水率处于 50%耀60%之间的处理 B、C、D
的总有机质降解率均高于 40%，其中理论含水率为
54%的处理 B的有机质降解率最高，达到 46.3%。
2.5 总氮

图 5显示，各处理的总氮含量前期下降快，中后
期下降较慢并逐渐趋于平稳。前 24 d，各堆体的总氮
含量降低较快，主要由于初期堆体内的有机质和氮源

充沛，微生物繁殖迅速，大量含氮有机质在微生物作

用下发生氨化作用产生 NH3[16]，从而通过挥发造成氮
素的损失。至试验结束时，处理 A、B、C、D、E堆体的
氮含量与堆肥起始时相比分别降低了 43.9%、33.2%、
36.7%、46.2%、39.6%，其中处理 B的降低幅度最小，
说明合适的初始原料含水率有利于发酵过程中氮素

损失的减少。

2.6 铵态氮
图 6显示，各处理的铵态氮浓度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规律。前 12 d，各堆体铵态氮逐渐增加，是由于含
氮有机物的分解，通过氨化作用产生大量铵态氮，造

成堆体内铵态氮含量增高。除处理 E的最大值出现
在第5 d附近外，其余处理堆体铵态氮最大含量均出
现在 12 d左右，并随后迅速下降。因为 12 d后，积累
的铵态氮一部分会以氨气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另一

部分则被微生物同化或被硝化，从而使铵态氮急剧减

少[17]。至试验结束时，5个处理堆体的铵态氮浓度分别
为 280、310、430、340 mg·kg-1和 260 mg·kg-1。

初始原料含水率对发酵期间铵氮浓度的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处理 B的理论初始含水率为 54%，堆
体铵态氮达到的浓度也最高（2200 mg·kg-1），说明该
处理条件最有利于初始堆体中有机氮的氨化作用。处

理 E的理论初始含水率最高，达到 68%，其堆体的最
高铵态氮浓度仅为 1400 mg·kg-1，说明过多的起始水
分含量不利于初始堆体有机氮的矿化作用进行。

2.7 硝态氮
在整个发酵期间，各堆体的硝态氮含量一直呈增

加趋势，但不同水分处理所导致的硝态氮积累情况差

异很大（图 7）。其中，初始理论含水率最低的处理 A，
其硝态氮含量在最初几天内即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并

将该趋势一直维持到试验结束；初始理论含水率相对

较高的处理 D和处理 E，其硝态氮含量开始增加较平
缓，24 d后迅速增加；初始理论含水量中等的处理 B
和处理 C，其硝态氮含量则始终保持一个平缓增加的
状态。至试验结束时，A、B、C、D、E 5个初始水分不同
的处理，其堆体的硝态氮含量分别为 4268、804、846、

图 5 堆肥过程中总氮的变化
Figure 5 Changes of the total nitrogen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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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堆肥过程中铵态氮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of the NH+4 -N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图 7 堆肥过程中硝态氮的变化
Figure 7 Changes of the NO-3 -N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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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9 mg·kg-1和 3309 mg·kg-1，比起始原料堆体的硝
态氮分别增加了 3842、540、591、2690 mg·kg -1 和
2992 mg·kg-1。其中，初始理论含水率为 54%的处理
B，硝态氮的增加量最少，而初始理论含水率最低的
处理 A（46%），硝态氮的增加量最多。

前 24 d，处理 B、C、D、E的硝态氮增加很慢，这与
温度跃35 益时硝化菌受抑制有关。24 d后，处理 A、D、
E硝态氮含量急剧增加，而处理 B、C的硝态氮含量则
增加很少，变化平稳，这可能与这两个处理的水分较

为适合，前期释放的铵态氮和硝态氮被重新同化进入

新合成的腐殖质有关，因为从总氮量看，最终这两个

处理的总氮量是最高的（图 5）。
2.8 腐熟度

堆肥结束后产物的质量可以采用国家对有机肥

的腐熟标准加以衡量（表 3）。从表 3所汇总的数据
看，除一般的感官指标外，只有处理 B符合跃50 益的
高温维持时间的标准。虽然所有产物的 pH值都未超
出标准范围，但处理 B与处理 C最接近中性。尽管处
理 B、C、D、E的产物 EC值都未超标，但其中处理 B、
C的 EC值最低。从发芽指数看，处理 B最高，即对植
物生长效果最好。综合以上所有指标，处理 B是最理
想的起始水分含量。

3 讨论

对污泥发酵水分的调节是否合适，可通过对比不

同水分处理在堆肥过程中的有关重要参数和最终产

物的性质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来加以判断。其中，温度

的升降和碳氮的变化最能反映堆体在发酵过程中的

微生物的活动情况和有机物的转化特点。

从本试验结果看，初始理论水分含量为 54%的处
理 B到达最高温度的时间最早，且达到的温度最高，
持续时间也最长，说明该处理的含水率最适宜微生物

的活动，即从温度指标上看，该处理是最理想的；添加

保水剂最多、含水率最低的处理 A（46%）在堆肥初期
升温最慢，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也最低；没有添加保

水剂的处理 E含水量最高（68%），其温度的上升既慢
且低。这些结果说明，过低和过高的起始堆体含水率

都限制了微生物的活动。

就物质转化来看，堆肥前期处理 B的有机质含
量和全氮含量下降最快，降低幅度也最大，说明处理

B的含水率最适合物质的分解。处理 A的有机质降解
速率最低，其次为含水率最高的处理 E，该结果与温
度的测量结果相一致，验证了过低或过高的初期含水

率均不利于有机质的分解。在堆肥过程中，各处理的

铵态氮浓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前 12 d的各
堆体中有机氮分解时通过氨化作用产生大量铵态氮，

随后即迅速下降。造成下降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

易分解有机氮源减少，氨化作用减弱；二是存在氨的

挥发作用[21]；三是硝化作用的加强减少了铵态氮[22]；四
是无机氮在腐殖质的形成过程中重新被同化形成有

机氮。在发酵初期，处理 B 堆体铵态氮的浓度最高
（图 6），但随后的硝酸根积累并不多（图 7），但产物的
全氮是最高的（图 5），说明该处理条件既有利于初始
堆体中有机氮的分解，又有利于后期的腐殖化进程，

因此保存了较多的氮素营养；处理 A堆体的初始含
水率最低，堆肥初期铵态氮的浓度也较低（图 6），但
硝态氮的浓度始终最高（图 7），产物全氮也相对较低
（图 5），说明转化慢，但损失多；处理 E的初始水分含
量最高，初期铵态氮浓度最低，但后期硝态氮累积并

不少，而产物总氮量最低，说明有机氮化物的分解慢，

转化也慢，但氮的损失多；处理 C的结果与处理 B接
近。由此可见，过低或过高的初始含水率既不利于初

期有机氮的矿化，也不利于后期的腐殖化进程。

综合好氧堆肥过程的所有参数以及堆肥结束后

产物的质量可以看出，在各方面表现最佳的是理论初

始水分含量为 54%的处理 B，其次是理论含水量为
56%处理 C，这符合已被普遍证实的好氧堆肥最佳含
水率应处于 50%耀60%之间的前人的研究结论[3]。由此
可以证实，试验初期的设想是可行的。即在确定原料

和辅料的碳氮比后，根据拟采用的保水剂在污泥中的

吸水倍率，计算出所希望的理论含水率下应添加的保

水剂量，从而将过多的水分暂时储存到保水剂中，而

表 3 不同含水率处理的堆肥腐熟度比较
Table 3 Maturity of compost treated with different moisture content

指标 A B C D E
颜色 偏黑 由黑转褐 由黑转褐 由黑转褐 偏黑

手感 不均匀 疏松均匀 疏松均匀 疏松均匀 胶结状

蚊蝇恶臭 有 无 无 无 无

是否潮湿 否 否 否 否 微湿

跃50 益时间/d 0 5 0 0 0
铵态氮/mg·kg-1 280 308 428 339 257

pH值 5.7 6.8 7.2 6.6 6.4
EC值/mS·cm-1 4.36 2.66 2.47 4.01 3.75
发芽指数/% 76.6 88.6 82.8 80.90 78.8
注：有机肥标准：跃50 益的时间要求逸5 d；铵态氮臆400 mg·kg-1；EC

值臆4.3 mS·cm-1；发芽指数逸50%；pH 5.5耀8.5；发芽指数逸8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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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料中的水分控制在适合发酵的范畴，这样就解决

了污泥含水量过多而影响发酵的问题。依据本试验结

果，建议在利用保水剂调节污泥堆肥起始水分含量

时，将理论含水率定在 54%左右。
4 结论

（1）通过添加保水剂调节污泥堆肥的起始水分含
量对促进好氧堆肥过程是可行的。

（2）适宜的起始堆体含水率有利于污泥堆体温度
的升高和养分的转化，也对产品的各项理化和养分指

标有更好的影响。

（3）根据保水剂在污泥中的吸水倍率和污泥与辅
料的配比，可计算出达到某个理论含水率时所需添加

的保水剂量。依据本试验结果，建议在利用保水剂调

节污泥堆肥起始水分时，将理论含水率设定在 54%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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