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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堆制方法

(57)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

堆制方法。将鲜牛粪和切碎的芋头秸秆按重量比

2-3 ∶ 1 均匀混合，调节 C/N 重量比在 25，含水率

在 60％，然后将其堆成直径为 1.5m，高 1m 的圆锥

进行静态堆肥；采用翻堆方式通风供氧，以堆体

中心温度达到 55℃为翻堆标志，后期每七天翻堆

一次；用种子发芽指数指示堆肥腐熟程度，得到

有机肥；将有机肥风干，过磷酸钙进行预干燥，然

后把各物料进行粉碎、混合，其中各物料重量比

为：有机肥占 40％，尿素占 13.37％，过磷酸钙占

34.72％，氯化钾肥占 11.91％；将混合好的各物料

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复合肥以膨润土进行扑粉

处理，得到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本发明的复

合肥科学地调节了氮、磷、钾的比例，可提高蔬菜

产量，改善蔬菜品质，为芋头秸秆的综合利用寻找

一条经济、可行的途径。

(51)Int.C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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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堆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如下方法操作：将鲜

牛粪和切碎的芋头秸秆按重量比 2-3 ∶ 1 的比例均匀混合，调节 C/N 重量比在 25，含水率

在 60％，然后将其堆成直径为 1.5m，高 1m 的圆锥进行静态堆肥；采用翻堆方式通风供氧，

以堆体中心温度达到 55℃为翻堆标志，后期每七天翻堆一次；用种子发芽指数指示堆肥腐

熟程度，得到有机肥；将有机肥风干，过磷酸钙进行预干燥，然后把各物料进行粉碎、混合，

其中各物料重量比为：有机肥占 40％，尿素占 13.37％，过磷酸钙占 34.72％，氯化钾肥占

11.91％；将混合好的各物料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复合肥以粒径≤ 100目、重量比为 1％的

膨润土进行扑粉处理，以改善颗粒表面的物理性能，得到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堆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芋头

秸秆全氮含量为 25.48g·kg-1，全磷含量为 10.50g·kg-1，水分含量为 95％；鲜牛粪水分含

量为 75％，全氮含量为 5.57g·kg-1，全磷含量为 3.003g·kg-1，速效氮含量为 0.791g·kg 
-1，全磷含量为 2.072g·kg-1，速效钾为 8.371g·kg-1 ；化肥为含氮 46％的尿素，含 P2O515％

的过磷酸钙和含 K2O 60％的氯化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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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堆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堆制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将秸秆、

牛粪综合利用堆制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方法。属秸秆、牛粪综合利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畜禽粪便含有机物 72％～ 82％、氮 2.2％～ 6.5％、磷 1.6％～ 5.7％、钾 1.2％～

2.3％，是优质的有机肥。农作物秸秆中含有大量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分析得出，

每 100千克鲜秸秆中含氮 0.48千克、磷 0.38千克、钾 1.67千克，相当于 2.4千克氮肥、3.8

千克磷肥、3.4千克钾肥。 

[0003] 目前，畜禽粪便和秸秆联合堆肥做肥料应用得十分广泛，堆肥形式多样，其中高温

堆肥以其无害化程度高、腐熟程度高、堆腐时间短、处理规模大、成本较低、适于工厂化生产

等优点而逐渐成为畜禽粪便的首选处理方式，但不同的条件堆肥效果是不同的。堆制时的

水分、C/N、通气、温度、pH、接种菌、秸秆的粉碎程度等都影响堆肥效果。目前利用玉米、小麦

等秸秆或木屑、锯末、花卉秸秆作为骨料与污泥、畜禽粪便或生活垃圾联合堆肥，已有较为

成功的技术。而芋头秸秆全氮含量在 25.48g·kg-1，全磷含量在 10.50g·kg-1，是较好的堆

肥材料。但因其纤维素低于上述秸秆、水分含量高于上述秸秆，与畜禽粪便 (尤其是新鲜粪

便 )联合堆肥时，常因芋头秸秆水分含量高于 95％，不仅使堆制温度难以升高，且大量的养

分易随水分流失，而降低了堆肥肥效。所以对芋头秸秆和鲜牛粪联合堆肥，堆料比例、温度、

pH、C/N比等是重要因素，目前尚未见相关研究报道。 

[0004] 本发明技术首次采用芋头秸秆与鲜牛粪现场高温堆肥，研究堆肥过程中的温度、

pH和营养元素的变化，为揭示高温堆肥机理及遴选堆肥过程控制参数提供依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旨在提供一种芋头秸秆与鲜牛粪堆制蔬

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方法。本发明方法以大量产生并且严重污染环境的畜禽粪便和芋

头秸秆为原料，通过调节堆肥时间、堆料比例、温度、pH、调节 C/N 比等技术参数，利用高温

堆肥的方法，并通过盆栽试验和大田试验验证和优化堆肥产品配方、技术参数和有机无机

肥的原料配比，生产出的有机无机肥，并应用于蔬菜生产，为芋头秸秆的综合利用寻找一条

经济、可行的途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涉及的芋头秸秆全氮含量在 25.48g·kg-1，全磷

含量在 10.50g·kg-1 左右，水分含量在 95％左右；鲜牛粪水分含量在 75％左右，全氮含量

在 5.57g·kg -1，全磷含量在 3.003g·kg-1 左右，速效氮含量在 0.791g·kg-1，全磷含量

在 2.072g·kg -1 左右，速效钾在 8.371g·kg-1 左右；其中鲜牛粪与芋头秸秆的重量比为

2-3∶ 1；化肥为尿 素 (含氮 46％ )，过磷酸钙 (含 P2O515％ )和氯化钾肥 (含 K2O60％ )。 

[0007] 本发明方法按照如下方法操作： 

[0008] (1)畜禽粪便高温堆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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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将鲜牛粪和切碎的芋头秸秆按重量比 2-3 ∶ 1 的比例均匀混合，调节 C/N 重量比

在 25 左右，含水率在 60％左右，然后将其堆成直径为 1.5m，高 1m 的圆锥进行静态堆肥；采

用翻堆方式通风供氧，以堆体中心温度达到 55℃为翻堆标志，后期每七天翻堆一次；用种

子发芽指数 (GI)指示堆肥腐熟程度，得到有机肥。 

[0010] (2)堆肥的肥效和施用技术 

[0011] 盆栽试验：以不施肥为对照 1，化肥肥效为对照 2，化肥施肥量为 N 0.27g/kg 土，

P2O50.13g/kg 土，K2O 0.25g/Kg 土。堆肥的施用量以 N 计，换算成相应用量，约 10.5g/

kg 土，使施肥水平与化肥基本保持一致。将上述养分与 1.5Kg 土壤充分混匀后装入

20cm×15cm[Φ(直径)×H(高)]的塑料盆钵中。种植青菜，在植物整个生长期间不再施肥，

用不含盐碱的灌溉水保持适宜水分，同时进行必要的病虫害控制。测鲜重、株高、茎基粗、绿

叶数、维生素 C和可溶性糖表征肥效和蔬菜品质。 

[0012] (3)有机无机复合肥的配制 

[0013] 首先对各物料进行预处理：将有机肥风干，过磷酸钙进行预干燥，然后把各物料进

行粉碎、混合，其中各物料重量比为：有机肥占 40％，尿素占 13.37％，过磷酸钙占 34.72％，

氯化钾肥占 11.91％，有机无机复合肥 N-P2O5-K2O 总含量分别为 20.28、20.36 和 20.91，符

合国家有机 - 无机复混肥标准 (GB18877-2002)；将混合好的各物料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

复合肥以重量比为 1％的膨润土 (粒径≤ 100目 )进行扑粉处理，以改善颗粒表面的物理性

能，保持成品在贮存过程中维持质量稳定、不结块、不解潮、耐强压、强度好、手感良好，得到

蔬菜专用有机无机复合肥。 

[0014] (4))有机无机复合肥肥效和施用技术 

[0015] 田间试验：农民习惯施肥法为处理 1，即普通农家肥 60Kg/ 区，二铵 1.39Kg/ 区，

磷酸二氢钾 1.16Kg/ 区；有机无机复合肥为处理 2：即 10.82Kg/ 区。田间试验小区面积为

7.8m2，小区间设置 0.6m 宽沟相隔，小区外围设 1m 宽的保护行，株行距 0.30m×0.35m，每区

定植 2×10(株 )，区组间随机排列。处理 1中普通农家肥做基肥，化肥 50％做基肥，50％追

肥。追肥分两次施，施肥总量的 20％于第一天施，30％于一个月后施。处理 2 中肥料 70％

做基肥，30％追肥。追肥分两次施，施肥总量的 15％于第一天施，15％于一个月后施。田间

管理按当地习惯进行，各小区管理一致。 

[0016] 本发明的有机无机复合肥科学地调节了氮、磷、钾的比例，经实践证实，能够提高

蔬菜产量，改善蔬菜品质，提高经济效益，并且为芋头秸秆的综合利用寻找一条经济、可行

的途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方法做进一步阐述。 

[0018] 实施例 1、 

[0019] 将鲜牛粪和切成 5cm左右的芋头秸秆按重量比 2-3∶ 1的比例均匀混合，调节 C/N

重量比在 25左右，含水率在 60％左右，然后将其堆成直径为 1.5m，高 1m的圆锥进行静态堆

肥；采用翻堆方式通风供氧，以堆体中心温度达到 55℃为翻堆标志，后期每七天翻堆一次；

用种子发芽指数 (GI)指示堆肥腐熟程度。 

[0020] 本发明的实现所使用的设备包括 pHS-2型酸度计、85-2A磁力加热搅拌器、MP2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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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天平、800型电动离心机，凯氏定氮仪，721分光光度计等。 

[0021] (1)堆肥过程温度变化 

[0022] 露天堆肥 50天，堆肥过程中覆盖塑料薄膜，翻堆，不调节湿度和温度。动态监测不

同原料配比堆制过程中温度变化、堆肥的不同位置温度变化。高温堆肥均有升温期、高温

期、降温期和腐熟期几个阶段，堆肥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翻堆和时间等因素有关。最初温度

上升较快，最后趋于平稳。各处理堆体温度维持在 50-60℃以上高温均超过 5-7天，达到了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7959——1987)的要求。 

[0023] (2)堆肥过程中 pH的变化 

[0024] pH 的变化趋势与温度有密切关系，堆肥结束后三次重复实验结果分别为 8.21、

8.27和 8.32，稍高于国家有机肥行业标准的 8.0，在生产中适当提高作物秸秆的比例，可将

pH控制在国家行业标准范围内。 

[0025] (3)高温堆肥营养元素的变化 

[0026] 牛粪∶芋头秸＝ 2∶ 1时，全钾含量最高。由于堆肥制作过程中，总干物重的下降

幅度明显大于全氮下降幅度，最终导致全氮相对含量增加。而堆肥中磷和钾的绝对含量不

会变化或变化较小，其相对含量也随总干物质的减少而增加。 

[0027] 堆肥腐熟后，速效氮相对含量低于堆肥前，表明堆制过程有明显的氮的损失，可以

通过调节 pH 值来减少损失，同时可以减少臭气。速效磷和钾都高于堆肥前，高温堆肥可以

活化原料中的磷和钾。 

[0028] (4)堆肥对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 

[0029] 种子发芽指数是最为直观的堆肥腐熟度参数。通过植物种子发芽实验，能够快速

地表征出堆肥腐熟程度。通过植物种子发芽实验显示牛粪的腐熟时间大约为28-35d左右。 

[0030] 本实施例说明芋头秸是一种较好的填充料，可以应用于高温堆肥技术。 

[0031] 实施例 2、堆肥肥效试验 

[0032] 以不施肥为对照 1，化肥肥效为对照 2，分别记为 CK0和 CK1。有机肥：由本试验组研

制的 3种高温堆肥产品，分别记为 II，III和 IV。其中有机肥 II为牛粪与芋头秸秆 3∶ 1

并且加 EM菌 (环境有益微生物 )，III和 IV是不同比例牛粪和芋头秸秆制而成，其养分含

量见表 1。 

[0033] 化肥：普通尿素 (含氮 46％ )、过磷酸钙 (含 P2O515％ )、氯化钾 (含 K2O60％ ) 

[0034] 表 1供试有机肥料的原料配比及养分含量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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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化肥施肥量为 N 0.27g/kg土，P2O50.13g/kg土，K2O 0.25g/Kg土。有机肥的施用

量以 N计，换算成相应用量，约 10.5g/kg土，使施肥水平与化肥基本保持一致。将上述养分

与 1.5Kg供试土壤充分混匀后装入 20cm×15cm[Φ(直径 )×H(高 )]的塑料盆钵中。种植

小白菜，作物整个生长期间不再施肥，用不含盐碱的灌溉水保持适宜水分，同时进行必要的

病虫害控制。 

[0037] 结论：采用芋头秸与牛粪堆制的有机无机肥明显有利于提高青菜产量，增加青菜

菜茎粗、株高和绿叶数。其中以牛粪∶芋头秸＝ 2∶ 1的配比效果最好，在堆肥过程中添加

EM菌 (环境有益微生物 )对青菜的生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0038] 施入堆肥均能起到活化土壤中速效氮磷钾的作用。牛粪与芋头秸秆堆肥，有利于

活化土壤中的碱解氮，活化土壤中的速效钾的影响差异不大。 

[0039] 实施例 3、有机无机复混合肥的肥效及施用技术 

[0040] 番茄试验共设 4 个处理，即：处理 1 农民习惯施肥法处理：普通农家肥 60Kg/ 区，

二铵 1.39Kg/区，磷酸二氢钾 1.16Kg/区；处理 2有机 -无机复合肥 A：10.82Kg/区；处理 3

有机 - 无机复合肥 B：10.78Kg/ 区；处理 4 有机 - 无机复合肥 C：10.49Kg/ 区。重复 3 次，

共 12 个小区。小区面积 7.8m2，小区间设置 0.6m 宽沟相隔，小区外围设 1m 宽的保护行，株

行距 0.30m×0.35m，每区定植 2×10(株 )，区组间随机排列。处理 1中普通农家肥做基肥，

化肥 50％做基肥，50％追肥。追肥分两次施，施肥总量的 20％于第一天施，30％于一个月后

施。处理 2、3、4 中肥料 70％做基肥，30％追肥。追肥分两次施，施肥总量的 15％于第一天

施，15％于一个月后施。田间管理按当地习惯进行，各小区管理一致。 

[0041] 番茄育苗后隔 21天分苗，分苗后第 21天移栽定植。 

[0042] 施用本发明的有机无机复合肥科学地调节了氮、磷、钾的比例，与单独施用堆肥相

比番茄株高提高了 5.43％，茎粗提高 10.04％，花朵数提高 6.98％，产量提高 13.73％，显地

提高番茄产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0043] 施用有机无机复合肥与单独施用堆肥相比，番茄可溶性糖含量提高 37.8％，VC含

量提高 6.98％。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番茄的品质，改善了番茄口感，提高了营养价值，这对

发展高效优质农业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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