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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生活污泥为原料生产有机肥项目建议书 

一  概述 

城市生活污水排放中所含污泥占污水量的 0.7%左右。在城市生

活污水排放量日益增加的现实状况下，使用城市生活污泥生产生物有

机肥，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处理和利用城市生活污泥的最佳选择，

对于化害为利、保护环境、减少能源都有重要的意义。 

 1.1 污泥的基本属性 

污泥作为污水处理厂在净化污水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含有丰富

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它既可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又可改良土

壤。但城市生活污泥含有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病原菌、寄生虫等 ，

因而污泥在农业上适用时，既要充分利用其营养成分，又要保护农业

环境不受污染。 

污泥因其来源和处理工艺不同，营养成分含量差异很大。具有关

资料报道，城市生活污泥以烘干样计平均含量：氮为 4.17%、磷 1.20%、

钾 0.45%；有机质含量 60—80%，总灰分 20—40%。 

 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利用污泥作

肥料，即可以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加速土壤熟化，又能保水、保

肥、提高土壤温度，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因而它是优质的土壤改良剂。 

 但必须注意，在城市生活污泥中富集着重金属、有机污染物、

寄生虫卵和致病菌等有害物质，如处理不当必然会造成环境的二次污

染。因此污泥在农业利用时，必须防止其对农畜产品、地下水和农业

环境的污染危害。此外，污泥中含有化学品絮凝剂，对制肥和肥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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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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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特威公司供应的专用发酵剂，可以对超标一定范围以内的重

金属降解至达标。对重金属含量超标较重的污泥，需要采取钝化的措

施。 

 2.2 农用污泥标准  

 ①、农用污泥注意的问题：在施用前必须摸清污泥肥和当地土

壤的有害物质含量，严格控制，低于“标准”才能使用。此外，污泥

每年的施用量必须考虑各种营养元素的平衡和作物的需肥特点，禁止

超量施用。 

 污泥农用时，要考虑施用地 pH、质地和有机质含量，较理想

的土壤为中等质地土壤，pH大于 6.5，有机质含量为 3—7%。 

 多年连续使用污泥，会造成土壤中有害物质积累，必须进行总

量控制，每年施入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受总控制量的限定： 

    Q＝（C土－C本）×W÷（C泥×t） 

Q  ---每年可施用污泥肥量（kg） 

    C 土---土壤允许有害物最高浓度（mg/kg） 

    C 本---土壤中某种有害物含量（mg/kg） 

    W --- 耕层土壤重（kg/亩） 

    C 泥---污泥有害物质控制标准值（mg/kg） 

    t  ---污泥安全施用年限（年） 

    ②、农用污泥污染物的控制标准。1984 年我国正式颁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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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QB4284-84 ”,请项目方查阅。 

    施用符合该标准的污泥肥料，一般每年每亩用量不超过

2000 公斤，任何一项无机化合物含量接近该标准时，连续在同一地

块施用不得超过 20年。 

    经高温堆腐后的污泥肥料，可在大田、园林和花卉地上

施用，在蔬菜地和当年放牧的草地上不宜施用。为了防止地下水污染，

在砂质土壤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农田上不宜施用；在饮水水源保护地带

不得施用。在酸性土壤上施用，除了必须遵循控制标准以外，还应当

根据需要施用石灰以中和土壤酸性。有害物质接近该标准时，应酌情

减少用量或停止使用，并采取适当的土壤改良措施。 

    ③、污泥生物有机肥的前景。利用城市生活污泥生产生

物有机肥，作为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具有原

料充沛、成本低廉等优势。 

    ④、我公司对污泥制肥工艺及肥料出路有独特设计。针

对山西荒山、矿山地貌和荒漠化地区需求，建议贵单位进一步了解我

公司意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佳。 

    本建议书针对项目方 150 亩地块、年产 10万吨规模的有

机肥（或生物有机肥）厂规划目标，就生产基本原理、基础设施规划、

生产工艺和相关设备给出参考建议。 

    因基础设施形象差异，除前期资金投入需项目方根据资

金实力确定而外，各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也不同，且对项目单位场

地等状况尚未了解，本建议书不对投资规模和盈亏作详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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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简介 

    堆肥发酵是利用利用复合微生物的氧化和分解能力，在

一定的温度、湿度和 Ph 值条件下，有控制的促进物料有机质发生生

物化学降解，形成一种稳定的腐殖质，该工艺可以有效处理物料中的

有机物，同时杀死病原菌等有害物质。 

    堆肥处理按照微生物对氧气的需要程度，可将堆肥技术

分为好氧堆肥、厌氧堆肥 和兼性堆肥。从发酵状态上可以分为动态

和静态发酵。 

    好氧堆肥周期最短，厌氧堆肥周期最长，兼性堆肥周期

介于两者之间。动态堆肥比静态堆肥可以减少 2/3 的时间。所以好氧

动态堆肥发酵糖渣是最佳的选择。其优点是：成本低、成肥快、处理

量大、有利于环境的达标。 

    2.1 好氧堆肥原理 

好氧堆肥是在有氧存在的条件下，利用好氧微生物（如：细菌、

放线菌、真菌等）产生的酶将物料分解为溶解性有机质，溶解性有机

质可以渗入微生物细胞内，微生物通过新陈代谢把一部分溶解性有机

质氧化为简单的无机物，为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其余溶解性

有机物被转化为营养物质，形成新的细胞体，使微生物不断增殖，从

而促进物料中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质向稳定的腐殖质（腐殖酸、氨基

酸等）转化。腐殖质不再具有腐败性。 

    从理论上讲，一次发酵的生化反应主要有葡萄糖在真菌、

兼性真菌作用下的分解；淀粉在糖化酶的作用下的水解；纤维素在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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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酶的作用下逐渐水解为葡萄糖；蛋白质在蛋白酶和肽酶的作用下

降解为氨基酸等；脂肪在甘油酯水解酶的作用下水解成脂肪酸和甘

油，脂肪酸经过



精品 

可编辑 

β碳原子的氧化而降解；木质素是苯基类丙烷的复杂聚合物，它

也能被真菌和放线菌所降解。 

    2.2 堆肥工艺简介 

复合微生物菌“好氧堆肥”工艺可简单描述为：为物料添加复合

微生物菌发酵剂，平面条垛式地面堆置发酵，激活有益菌群，根据物

料堆内部温度，机械控制适时翻堆，使中温性和高温性微生物菌在不

同阶段做功，后熟阶段暴气发酵与干燥；筛分；生产粉状生物有机肥，

根据市场需求肥料造型---球型颗粒或圆柱颗粒 。 

    对物料的发酵应在车间、大棚内进行，好的季节也可在

露天进行，通过翻堆强制供给氧气，以利于好氧微生物菌做功。在堆

肥初始阶段由于物料自身含氧基本可以满足数量尚少的微生物菌需

要。大约 24 小时左右，菌种成对数增殖，好氧微生物菌首先分解易

腐质，并吸取一部分有机物的碳/氮营养成分，用于发酵菌自身繁殖，

营养成分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放出热量使堆温上升。当温度处于

25—45 摄氏度时，中温菌微生物比较活跃；随着堆温不断升高，当

温度处于 45—65 摄氏度时，高温微生物如嗜热菌、放线菌等逐渐占

据主导地位，中温微生物受到抑制甚至死亡，有机质进行更快速的分

解，使堆温迅速上升到 60—70 摄氏度或更高温度，这时除易腐有机

质继续分解外，部分纤维素和木质素也逐渐被分解，腐殖质开始形成。

实践证明，堆肥温度在 60 摄氏度以上三天，就能杀死物料中的寄生

虫卵、病原菌和杂草种子，达到堆肥无害化的目的；但同时堆肥温度

不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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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摄氏度，否则就会造成有益微生物菌的休眠甚或死亡。 

    污泥原料堆置高度和宽度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物

料堆过低过窄，不利于堆温上升；过高过宽，对内容易形成厌氧发酵

模式。翻堆机作业能力视物料堆而定，一般掌握在高 0.8—1.2 米、

宽不大于 2.5 米即可。 

    物料有机质的降解主要是在上述描述的发酵阶段完成

的，发酵时间的长短因发酵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以沃特威公司提供的

菌种和技术，一般应在 7---10 天完成物料发酵。如果对发酵过程的

各种参数能够进行有效控制，可以提高发酵的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此

发酵基础上，随着堆肥温度的下降，中温微生物菌又开始活跃起来，

堆肥进入二次发酵，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后陈化阶段。这有利于较难

分解的有机物全部分解变成腐殖质、氨基酸等比较稳定的有机物，使

肥效大大提高。 

2.3 发酵相关条件 

    1、含水量：污泥物料的含水量一般保持在 65—75% ，

含水量过大，物料间隙含氧不能满足微生物菌对氧的需求初期发酵须

采用沃特威“基质发酵法”工艺。 

    2、氧量和温度：好氧堆肥的实际通风时间根据堆温测量

控制。初期可以减少翻堆次数有利于堆温升高，当温度升高到 70 摄

氏度左右时，要及时翻堆，使堆温不至于超过 70摄氏度。70 摄氏度

以上时，一些微生物呈孢子状态，发酵剂功能微生物的活性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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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H值：在堆肥过程中，物料的 Ph值会随着发酵阶段

的不同而变化， Ph 值在 5．5—7．5 之间对堆肥无大影响，偏离此

范围，要对物料进行调节。 

    4、C/N 比：一般控制在 25 左右，不合适要掺入其它他

物料调节。沃特威公司的发酵菌种，对 C/N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C/N

比合适，有利于物料加速发酵。 

    5、团粒度：用设备控制在 15—30 毫米为宜，随物料发

酵进程团粒度变小。 

    2.4  发酵过程实际操作 

    将准备用作生产有机肥的物料添加沃特威公司的微生物

菌种，参照发酵所需要的相关条件，作适当的配料调整，菌种要搅拌

均匀，保持适当的松散状态，物料堆的体积以正式投产后机械翻堆时

物料的体积为参考，三天堆温可升高至 50—65 摄氏度。堆温上升是

否理想，可用温度计插入物料堆内测试。当温度达到 65 摄氏度时，

及时翻堆搅拌，一般每天一次。 

    7---10 天后物料可以腐熟，进入后陈化阶段。物料水分

能够降至 15%以下，经过筛分既可做粉状商品肥出售。至于制粒，须

针对原料确定设备工艺。在湿法、干法中选取挤压颗粒、滚动造粒或

制核造粒。 

    2.5 二次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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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后陈化阶段，亦可称为二次发酵。 

后陈化阶段是在车间内进行，即发酵腐熟后筛分出的粉状肥或湿

法造粒后含水量较大的颗粒肥，在深加工车间进行二次发酵。二次发

酵后的颗粒肥，可进行无机肥包衣，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 

    三、工艺流程图示 

    1 粉状有机肥生产工艺流程图示 

  

2 颗粒有机肥生产工艺流程



 

可编辑 



 

可编辑 

 

1、门卫  2、职工宿舍  3、办公区   

    4、球场  5、供电、供排水、车库 

    6、设备库 

    二、发酵场地：净空间 240m×90m 

    三、深加工车间：120m×15m 

    4.1 发酵区 

    为保证连续生产，发酵区应容纳 10天发酵周期所需要的

物料。物料堆底宽以 2米计算，物料条垛占地宽度大致 3米，每延长

米物料约 1.5 立方米。项目方可根据年生产规模，以此计算出发酵场

实际所需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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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力供电和供水条件，道路

畅通，适合翻堆机行走作业。 

    为保证雨水较多季节生产，应设置永久性大棚或条垛组

合式棚架，所选用材料以项目方投资能力和投资强度确定。 

    发酵区与深加工车间和办公区，用砖混墙或绿篱隔开，

以美化厂区形象。 

    4.2  深加工车间 

    A 该车间应根据深加工物料存量，建设永久性砖混或框

架式厂房。地面水泥硬化，生活用自来水给水管一处，有动力和照明

供电装置和设施。 

    B 车间相向的墙壁各安装工业用排气扇 2--3 个。该车间

用作后陈化发酵场地。为保证发酵需要的相关条件，在车间内增设后

腐熟暴气供氧装置。其装置为：地面埋设 10m×5 ㎝左右 PVC管道 4

根,PVC管打直径 4 ㎜左右空洞若干，用强力鼓风机向管道内供风，

为微生物菌供氧提供条件。（市场上有定型微孔管，项目方可在实验

的基础上选用）。 

    C 深加工车间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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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设施与设备 

    生产基础设施需根据项目方的具体条件而定。发酵场地

可在距离原料地附近单独设立，亦可在目标场地建发酵场、深加工生

产车间和办公区集中规划。基础设施的形象视项目方的投资意向和追

求确定。 

    有机肥项目规划平面示意图 

说明：1—5排气扇 

    4.3 生产设备 

    60 马力和 30 马力根据生产规模选用。 

    60 马力行走式翻堆机；7.8  万元左右，（视配备不同

价格不同，如：车轮液压平衡、小半经转弯、柔性启动保护、驾驶室

内装备等） 

    30 马力行走式翻堆机，3.7 万元左右，（视配置不同价

格不同，如小半经转弯、柔性启动保护、驾驶室内装备等） 

    以下设备视深加工产量加以匹配： 

    粉碎机（2吨/h ）；1.8 万元/台。 

    复合式滚筒筛（8吨/h ）；1.8 万元/台。 

    搅拌机（5吨/h ）；4.2 万元/台。 

提升机 2.0 万元/台。 

    输送机 2.0 万元/台。 

    菌种每立方米物料用量 1—2㎏；6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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