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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污泥与垃圾和 

粉煤灰堆肥在水稻施肥上的应用’ 

张学洪， 王敦球， 解庆林， 李金城， 张 华 
(桂林工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广西挂林 541004) 

摘要：对污泥、垃圾和粉煤灰进行成分夏重金属含量检测，用污泥、垃圾和粉煤灰混合堆肥 

制 成有机 复合肥 ，并 对水稻进 行施 肥试验 ，结 果表 明 ：桂 林 市城 市 污水 污 泥夏 垃圾 中有机 

质 和 N、P、K 含 量丰 富且 不超标 ，堆 肥 制 成的有 机 复合 肥增 产效果 显著 ，具 有 广泛 的应 用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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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污泥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必然产物，据统计在 1997年我国城市集中污水处理厂年产干污 

泥量已经达 6O万t，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污泥产量将不断增加，若不 

对这些污泥进行妥善处置，将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另一方面，污水污泥中又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N、P、K等有益组分，不加利用又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对污水污泥的处置和利用引起了许多人的 

兴趣。 

污泥的处置一般分为无害化处置和污泥利用。污泥利用中以农用最为普遍，目前国内7O 的 

污水污泥未经任何处置就直接农用，从而出现了烧苗、死秧、病虫害普遍等问题，使其农用受到很大 

的限制[1 ]。笔者用城市污泥、垃圾及粉煤灰混合堆肥制成有机复合肥，进行水稻施肥试验。 

1 试验材料 

1．1 堆肥材料 

堆肥材料选用桂林市三个城市污水二级处理厂的脱水污泥、平山垃圾厂的生活垃圾及桂林火 

电厂的粉煤灰，污泥经脱水后含水率约为 75％，再 自然干化至含水率约 55 ；垃圾经人工分选，去 

除石块、金属、玻璃、塑料等不可堆肥成分，晒干至含水率约为5o％，然后破碎、过 5 mm筛；粉煤灰 

取自火电厂的干灰，经分析它们都不含对农田有害物质。各原料的主要成分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污泥(干)成分 

注；括号内为国隶污铌农用控制标~(GB4Z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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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垃圾(干)成分 

1．2 水稻施肥试验材料 

对照肥(四川桂湖牌复合肥(N13 +P1 +中微量元素20 ))；自制复合肥A(N t P t K= 

13：5：7)}自制复合肥B(N t P t K=11．5 t 3．9；5．0)；自制复合肥 C(N t P t K一10．7；3．6 t 

4．7)。 

试验地点选在桂林市农科所内，地势平坦，土地肥力均匀，前作为稻田，水稻参试品种为404恢 

复系(全生育期 98天，即 7月 13日至 10月 1 9日)。 

2 试验方法 

2．1 堆jE'r艺 

堆肥工艺见图 1，其中污泥 一垃圾 ：粉煤灰配合比分别为A(0．5—0．4 t 0．1)及B(0．6 t 0．3 a 

o．1)和C(o．7：0．2：o．1)。在堆肥中温度到达 50"C～55℃左右，也基本上达到了卫生学的要求。 

锯末 + +一 温度及通风控制 一 ● 
．  

1盟堡±堕拯±塑堡堡l一 【i垦 一一l二堡堑墨堕蟹l一一l三丝堑墨堡蟹I 

匾 一圆 一圆 一圃 一圃 一圃 一圆  
图i 堆肥工艺流程图 

2．2 水稻施肥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五个处理，三次重复，共 I 5个小区，每个小区0．02亩。试验区的土壤略呈 

酸性 。污泥复合肥A、B、c及对照肥区N施用量都按 40 kg／亩，空白对照区不施底肥，田间设计图 

如图 2所示 

图 2 田间设计图 

栽培措施：试验处理的污泥复合肥、对照肥都作底肥在水稻插植前施下，空白对照不施底肥，每 

个小区间设小田埂作为隔离，肥料施下后用四齿耙耙平耙匀后插秧， 后的各项技术措麓(追肥、防 

病虫害等管理)均于大田的生产水平相同。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1)水稻种植试验结果见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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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禾苗长势来看，施用污泥复合肥 A、B、c的小区明显好过空白对照区，与施用对照肥的小 

区比较 ，污泥复合肥B、c无明显区别，污泥复合肥A稍好于对照肥。 

3)从 F检验(见表 6)可看出：各区组间没有达到差异显著性，说明该试验田土壤肥力均匀一 

致，符合作肥料试验的要求。 

表 6 F检验 

4)在分孽数和结实率方面各污泥复合肥区都好于空白对照区，空白对照区的空谷壳明显多于 

其它区。 

5)各处理闻表现出极显著性差异(见表 7、表 8)，即施用污泥复合肥A、B、C及对照肥区比空 

白对照区都有极显著性增产效果，而污泥复合肥A区与其它小区都表现出显著性增产效应，污泥 

制复合肥B、C与对照肥无明显差异。 

表 7 处理间比较的 LSR值 

4 讨论 

1)桂林市城市污水污泥、城市垃圾和粉煤灰中重金属元素及其它有害元素不超过控制标准 

值，适宜堆肥。 

2)通过高温堆肥处理(达到5O～55℃)，以杀死污泥中大部分太肠杆菌、伤寒杆菌等致病微生 

物及虫卵，而在制造复合肥时，堆肥成品又要在 60~80"C下进行烘干，使成品达到无害化。 

3)污泥：垃圾：粉煤灰堆肥最佳比例为 0．5 0．4：0．1。由于配制的复合肥中污泥只占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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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处理间平均产量的比较 

故复合肥中重金属离子的含量远远低于国家污泥农用的标准，施用后对农作物也未出现副作用口]。 

4)水稻施肥试验表明，污泥复合肥以N：P：K一13：5：7肥效最佳。 

5)生产的有机复合肥不仅向土壤提供一定量的 N、P、K等养分和各种微量元素，提高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调整酸碱度。而且能够通过改良土壤中团粒结构、孔隙度、容重来改善农作物生长发育 

的条件。同时生产的有机复合肥还含有一定的腐殖质，从而增强土壤肥力及使作物增产0]。 

6)污泥、垃圾、粉煤灰堆肥实现了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原料丰富，可就地取材，运输方便、经济，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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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M ixed Compost 

M unicipal Solid Wastes with Coke 

from Sewage Sl udge and 

Breeze for Rice Fertil ization 

ZHANG Xue—hong，w ANG Dun—qiu，XIE Qing一{ ，LI Jin—cheng，zHANG Hua 

(Departmen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ui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The composition and heavy metals content of sludge，solid wastes and coke breeze is detect— 

ed in the test．Sludge．sohd wastes and coke breeze compost the organic composite fertilizer The ex— 

periments on it for rice fertilization were COnducted．The re-suhs show that the CONteNtS of organic 

matter and N，P，K in wastewater sludge and solid wastes of Guilin are very abundant and heavy 

metals remain under the erkeria．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iciency for the organic composite fertilizer 

applied in raising rice yield，providing an extensive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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