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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得到沈瑞芝同志的指教，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 牨牴牴牱－牥牱－牥牱

现今国际上大中型猪场的粪便处理，主

要有沼气发酵、专用设备固液分离、用生物

技术作液肥和酶床法等。国内规模猪场粪便

处理，除沼气发酵和固液分离外，还有三段

生态法和好氧微生物发酵法犤牨犦
。而以微生物

好气发酵制作有机肥，近几年来海内外颇为

盛行。本工作，是利用现有的微生物制剂进

行初步探讨。

牨 材料与方法

用上海市农科院畜牧场猪粪牭牥犽犵，加约

牫犮犿长碎稻草牨牣牭犽犵，拌入粪量千分之一的

微生物制剂，再各加水牨犽犵。拌匀后，于地面

堆置。为防降雨影响，粪堆用塑料薄膜覆

遮。

蔬菜试验为盆栽：盆钵深牨牳犮犿，内径

牨牳犮犿，黄釉质。盆底圆孔上盖一石片，上铺一

层砾石。上加牪牣牭犽犵干土，压实。上撒牪犽犵已

拌肥料的细土。然后移栽蔬菜。

蔬菜选用生长期短、易见效的青菜牗品

种为矮抗青，秧龄牨个月牘。选择个体相近的

植株，牨株牤盆。生长期牬牭犱。

测定项目：有机质，腐植酸，全氮，氨态

氮，全磷和全钾等。有机质和腐植酸用重铬

酸钾法，全氮和犖犎牬犨犖用凯氏法，全磷用钼

黄比色法，全钾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

牪 试验设计

堆肥为牫个处理：犃菌肥、犅菌肥及对

照。

盆栽试验用堆肥，为腐化牭个月，有关指

标如下：

对照：牬牬牣牭牰％水分牞牨牴牣牴牭％有机质，

牨牣牳牪牨牪％全氮；

犃菌肥：牬牭牣牱牰％水分，牪牥牣牬牱％有机质，

牨牣牴牬牳牳％全氮；

犅菌肥：牱牬牣牫牪％水分，牪牭牣牪牫％有机质，

牪牣牪牱牥牬％全氮。

盆栽试验为牭个处理：① 无肥；② 纯化

肥：尿素牥牣牭犵牤盆；③ 堆肥牨牥牥犵牤盆＋尿素

牥牣牭犵牤盆；④ 犃菌堆肥牨牥牥犵牤盆＋尿素牥牣牭犵牤

盆；⑤犅菌堆肥牨牭牥犵牤盆＋尿素牥牣牭犵牤盆。重

复牭次，随机排列。

牫 结 果

牫牣牨 两种微生物制剂的增温效果

堆肥制作时，加入微生物制剂，是要快速

提高堆肥温度，以促进发酵腐熟，缩短堆制时

两种微生物制剂对猪粪堆肥的效果

庞金华 程平宏 余廷园

牗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上海牪牥牨牨牥牰牘

摘 要 为解决猪粪出路，应用两种微生物制剂进行了堆肥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两

种微生物制剂对堆肥发酵是有利的。犃菌对有机质的分解率约为牭牥％，比对照快，犅菌分

解率只有牪牭％左右，比对照慢；犃菌对腐殖质的分解速率与有机质一致，犅菌的分解速率

比对照低一成左右而有利于腐殖质的保存；犃菌肥的总氮量比对照少一成左右，犅菌肥比

对照略好；犖犎牬犨犖，犃菌肥与对照一致，犅菌肥比对照多一成左右；猪粪堆制后，犖犎牬犨犖占

全氮的比例，两个加菌处理都比对照高；全磷量，犅菌肥与对照相近，犃菌肥比对照少一成

左右。盆栽青菜，犃菌肥比对照增产一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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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牨 堆肥温度的变化牗℃牘

天数
犆犓 犃 犅

牴：牥牥 牨牫：牥牥 牴：牥牥 牨牫：牥牥 牴：牥牥 牨牫：牥牥

牨 牬牥牣牥 牭牥牣牥 牫牫牣牥 牫牴牣牥 牫牫牣牥 牫牳牣牭

牪 牭牰牣牥 牰牨牣牭 牫牴牣牥 牬牥牣牭 牫牴牣牥 牬牪牣牥

牭 牭牭牣牥 牭牳牣牬 牬牬牣牥 牬牭牣牬 牬牭牣牫 牬牱牣牭

牰 牭牭牣牫 牭牳牣牬 牬牫牣牳 牬牭牣牫 牬牰牣牳 牬牳牣牫

牳 牬牳牣牱 牬牬牣牭 牬牫牣牥 牬牨牣牪 牬牬牣牥 牬牫牣牥

牴 牰牨牣牴 牰牨牣牥 牭牴牣牱 牰牥牣牭 牰牰牣牬 牰牱牣牭

牨牪 牭牴牣牳 牰牥牣牥 牰牪牣牭 牰牪牣牴 牰牫牣牱 牰牫牣牬

牨牫 牭牨牣牳 牬牴牣牳 牭牬牣牥 牭牫牣牥 牭牴牣牬 牰牨牣牥

牨牬 牬牫牣牪 牬牫牣牥 牭牪牣牪 牭牫牣牭 牭牱牣牥 牭牭牣牥

牨牭 牫牴牣牥 牫牴牣牥 牬牱牣牥 牬牴牣牥 牭牭牣牥 牭牱牣牳

牨牰 牫牭牣牥 牫牰牣牥 牫牱牣牥 牬牥牣牥 牭牥牣牥 牭牥牣牥

牨牴 牫牫牣牳 牫牰牣牥 牫牫牣牳 牫牰牣牥 牫牴牣牪 牬牪牣牳

间。为此，每天两次观察温度的变化牗堆顶以

下中央牨牭犮犿处牘，其结果见表牨。

由表牨可知，猪粪经堆制后，温度逐渐升

高。对照在次日即达到高温期 牗牭牥℃以上牘，

持续一周左右即降至中温。

后经摊晾牨犺，牫个处理第牪犱同时进入高

温期：对照持续了牬犱，犃菌肥持续了牭犱，犅菌

肥持续了牨周。测得的最高温度，对照为

牰牨牣牴℃；犃菌肥为牰牪牣牴℃，出现比对照晚牫犱；

犅菌肥为牰牱牣牭℃，与对照同时。

由此可见，两种微生物制剂对堆肥的制

作发酵是有利的，并且犅菌比犃菌略好。

牫牣牪用微生物制剂后的堆肥质量

堆肥试验，几个处理在外观上看不出差

异。但微观内在质量如何，通过采样分析、测

定有关物理化学指标，还是可以比较其优劣

的牗见表牪牘。

由表牪可知：① 猪粪堆置牪牥犱以后，有

机质分解较快，一般分解率达牫牥％左右。但

犃菌堆肥比对照快，分解率近乎牭牥％，而犅

菌堆肥比对照慢，分解率只有牪牭％左右。从

矿化后到腐化阶段，牫个处理的有机质含量

基本稳定。

② 猪粪堆置牪牥犱以后，腐殖质的减少比

有机质快，一般腐植酸含量减少牬牥％以上。

但犃菌肥的腐植酸含量减少与有机质减少

趋势一致，也达牭牥％左右 ，而犅菌堆肥腐植

酸减少量只有牨牤牫左右，其分解速率比对照

低一成，看来有利于腐殖质的保存。从矿化

后到腐化阶段，牫个处理的腐殖质的含量也

基本稳定。

③ 猪粪中氮的总量，在堆置牪牥犱以后都

表牪 堆肥的质量

项 目 处理 起 始
堆牪牥犱

含 量 ±％
腐化牨牥犱 腐化牪牥犱

有机质牗％牘 犆犓 牬牴牣牭牪 －牫牰牣牭 牭牭牣牱牥 牬牴牣牫牴

犃 牱牳牣牫 牬牥牣牱牬 －牬牱牣牳 牫牱牣牬牨 牬牪牣牥牳

犅 牰牥牣牪牱 －牪牪牣牳 牭牴牣牱牥 牭牱牣牭牰

腐植酸牗％牘 犆犓 牪牪牣牳牨 －牬牬牣牨 牪牫牣牫牬 牪牫牣牨牥

犃 牬牥牣牳牪 牨牳牣牱牥 －牭牬牣牪 牨牱牣牰牨 牪牥牣牥牱

犅 牪牰牣牴牰 －牫牬牣牥 牪牰牣牪牰 牪牰牣牪牰

全氮牗％牘 犆犓 牫牣牨牪牭 －牫牥牣牫 牫牣牰牰牪 牪牣牭牭牳

犃 牬牣牬牳牨 牪牣牭牪牱 －牬牫牣牰 牪牣牭牭牰 牪牣牨牥牥

犅 牫牣牬牪牨 －牪牫牣牱 牫牣牱牪牳 牫牣牰牬牰

犖犎牬－犖牗％牘 犆犓 牥牣牪牨牬牱 －牫牴牣牰 牥牣牪牬牴牭 牥牣牪牫牬牬

犃 牥牣牫牭牭牫 牥牣牪牨牴牪 －牫牳牣牫 牥牣牪牫牰牳 牥牣牪牫牰牱

犅 牥牣牪牳牫牭 －牪牥牣牪 牥牣牪牥牴牱 牥牣牪牪牬牱

全磷牗％牘 犆犓 牪牣牥牭牭 －牨牭牣牫 牪牣牳牬牱 牪牣牰牳牱

犃 牪牣牬牪牭 牨牣牳牱牰 －牪牪牣牰 牪牣牪牪牫 牪牣牪牪牬

犅 牪牣牬牳牪 牪牣牬 牫牣牥牥牰 牫牣牪牪牨

全钾牗％牘 犆犓 牨牣牭牳牭 牨牨牨牣牫 牨牣牱牱牳 牨牣牳牥牰

犃 牥牣牱牭牥 牨牣牪牰牨 牰牳牣牨 牨牣牬牫牭 牨牣牬牭牰

犅 牨牣牫牳牥 牳牬牣牥 牨牣牭牴牳 牨牣牱牥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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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牫 微生物堆肥对青菜生长的影响

处 理 无肥 纯化肥 堆肥＋化肥 犃菌肥 犅菌肥

青叶数牗片／株牘 牱牣牥 牨牥牣牬 牴牣牳 牨牥牣牪 牨牥牣牪

鲜 重 牴牣牴 牫牥牣牰 牫牳牣牪 牬牫牣牰 牫牬牣牭

比无肥增牗犵／株牘 牪牥牣牱 牪牳牣牫 牫牫牣牱 牪牬牣牰

比化肥增牗犵／株牘 牱牣牰 牨牫牣牥 牫牣牴

减少，一般损失牫牥％左右牞与有机质减少一

致。但犃菌堆肥损失要多一成以上，犅菌堆

肥损失只有牨牤牬左右牗也与有机质减少相一

致牘。腐化牪牥犱以后，对照明显减少，而加菌处

理自矿化后基本稳定。

④ 猪粪堆置牪牥犱以后，犖犎牬犨犖也减少，

一般少牨牤牫左右。而犃菌肥与对照一致，犅

菌肥只减少了牨牤牭，这是有利的。

从犖犎牬犨犖占全氮的比例来看，起始样为

牱牣牴％；矿化牪牥犱后，对照降低了，牪个加菌处

理却增加了；腐化牨牥犱后，对照和犃菌肥牪

个处理的比例增加，犅菌肥比例基本未变；腐

化牪牥犱后，其比例对照为牴牣牪％，但犃菌肥比

对照增加了牪％，犅菌肥却减少了牫％。

⑤ 猪粪堆置牪牥犱以后，磷的总量减少一

成左右，但犃菌肥减少了牪成，犅菌肥基本

不变。腐化牨牥犱以后，全磷量都有增加的趋势

而趋于稳定。

⑥ 钾的含量，猪粪中可能由于添入稻草

的关系 ，堆置牪牥犱后增加牨倍以上，而两个

加菌处理虽然也显著增加，但都没有对照多；

腐化牨牥犱以后，牫个处理的含钾量又增加了

牨牥％以上而趋于稳定。

牫牣牫 两种微生物堆肥的生物效应

用微生物制剂发酵的堆肥，对作物的生

长影响如何，其生物效应要由实践来回答。

从表牫可知，两种微生物堆肥对青菜的

生长是有利的。其青菜产量，以用犃菌肥的

最高，比对照高牨牬牣牨％牷用犅菌肥的稍差。

牬 小 结

牬牣牨 两种微生物制剂加入猪粪中堆制，稍经

摊晒启动后最高温度都比对照高，高温期也

略长，看来是有利的。

牬牣牪 猪粪堆置牪牥犱后，其有机质、腐殖质、全

氮、犖犎牬犨犖和全磷等的含量均减少。有机质

一般分解率牫牥％左右，腐殖质比有机质减少

快而多，全氮和犖犎牬犨犖损失牫牥％左右，全磷

减少一成左右。而两种微生物对其影响不

一，从矿化后到腐化阶段，牫个处理的有机

质、腐殖质和全磷量都趋于稳定。

牬牣牫 用两种微生物制剂制作的堆肥，对蔬菜

生长无不良影响，犃菌肥对青菜增产一成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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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犾犪狋狋犲狉狑犪狊狊犾狅狑犲狉牣犜犺犲犱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狋犿犻狓犲犱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犃狑犪狊狊犻犿犿犻犾犪狉狋狅

狋犺犪狋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牞犫狌狋狋犺犪狋狅犳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犅狑犪狊狊犾犻犵犺狋犾狔犾犲狊狊牣犜犺犲狋狅狋犪犾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狋犳狅狉

狋犻犳犻犲犱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犃狑犪狊牨牥％犾犲狊狊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牞狑犺犻犾犲狋犺犪狋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狋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犅狑犪狊犪犾犻狋狋犾犲

犫犻狋犺犻犵犺犲狉牣犜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狋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犃犺犪犱狊犻犿犿犻犾犪狉 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犪犿犿狅狀犻犪犮狀犻狋狉狅犵犲狀 狑犻狋犺 狋犺犲 犮狅狀狋狉狅犾牞

狑犺犻犾犲狋犺犪狋狋狉犲犪狋犲犱 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犅犺犪犱牨牥％ 犿狅狉犲犪犿犿狅狀犻犪犮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牣犜犺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犪犿犿狅狀犻犪犮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狋狅狋犺犲狋狅狋犪犾

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狑犪狊 狆狉狅犿狅狋犲犱犻狀 犫狅狋犺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牣犜犺犲狋狅狋犪犾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狌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狋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 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犃 狑犪狊

牨牥％犾犲狊狊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牞狑犺犻犾犲狋犺犪狋狋狉犲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犅 狑犪狊犮犾狅狊犲狋狅狋犺犪狋犻狀 狋犺犲 犮狅狀狋狉狅犾牣犜犺犲

犮狅犿狆狅狊狋犳狅狉狋犻犳犻犲犱 狑犻狋犺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犃狉犲狊狌犾狋犲犱犻狀 牨牥％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犻狀狔犻犲犾犱狅犳犵狉犲犲狀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犻狀犪狆狅狋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狏犲狉狋犺犲

犮狅狀狋狉狅犾牣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牶犿犻犮狉狅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牞犮狅犿狆狅狊狋牞狆犻犵犲狓犮狉犲犿犲狀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