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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粪微好氧耦合功能膜贮存稳定性与气体减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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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约化养殖场奶牛粪集中产出量大，资源化利用前贮存过程因局部厌氧易产生氨气和温室气体等，造成氮素

损失和环境污染。采用具有选择渗透性的功能膜作为覆盖材料同时耦合微好氧环境，对比分析未覆膜大气环境下

贮存物料特性动态变化，探索微好氧耦合功能膜技术对奶牛粪稳定贮存和气体减排的可行性。以奶牛粪为原料，

在智能型膜覆盖好氧堆肥反应器系统中进行为期 ３０ｄ的贮存试验。试验设置覆膜组和对照组，采用反馈调节模式

使反应器内氧气体积分数处于 ４％ ～６％的微好氧状态，监测分析贮存过程堆体理化、生物学指标的动态变化和主

要气体排放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微好氧耦合功能膜技术更有利于奶牛粪的稳定贮存，且与对照组相比，贮存过程

排放至环境中的氨气量减少 １４４％，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２５５８％，减排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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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５年，我国存栏 １００头以上的奶牛养殖规模

化水平已经接近５０％［１］
，集约化奶牛养殖场粪污集

中产出量大，在资源化利用之前的贮存阶段，因局部

厌氧易反应产生大量的氨气和温室气体等
［２］
。由



此产生的氨气（ＮＨ３）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会造成氮
素的损失；产生的甲烷（ＣＨ４）和氧化亚氮（Ｎ２Ｏ）是
两种重要的温室气体源，其全球增温潜势分别为二

氧化碳（ＣＯ２）的２８倍和２６５倍
［３］
，且 Ｎ２Ｏ对臭氧层

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４］
。

已有研究表明，适当的覆盖处理可以减少畜禽

粪污贮存过程中 ＮＨ３的挥发，以减少氮素的损

失
［５－６］

。但覆盖不同原料，减少 ＮＨ３及温室气体的
效果不尽相同，如调制成浆液状的猪粪（干物质含

量５％ ～８％）的贮存过程中，用稻草覆盖可以显著
减少 ＮＨ３的排放量，但同时增加了 Ｎ２Ｏ的排放

［７］
；

而在奶牛粪尿贮存过程中，覆盖秸秆反而会增加

ＮＨ３和 ＣＯ２的排放
［８］
。近年来，功能膜覆盖好氧堆

肥技术正在推广应用，在气体减排方面成效显著。

但是，目前关于功能膜覆盖对集约化养殖场奶牛粪

贮存过程中稳定性以及主要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鲜

见报道。

另有研究表明，在好氧堆肥发酵初期，创造堆体

氧气体积分数在５％左右的微好氧环境可促进以纤
维素为主要成分难分解物的分解，同时降低能源损

耗，减少环境污染
［９］
。因此，理论上，集约化养殖场

奶牛粪贮存过程处于微好氧环境可以抑制厌氧发酵

而又不激活好氧发酵活力，利于物料贮存，并减少因

局部厌氧可能产生的 ＮＨ３和温室气体量。
综上，本研究拟采用具有选择渗透性的功能膜

作为覆盖材料同时耦合微好氧环境，并对比分析未

覆膜大气环境下贮存物料特性动态变化，探索微好

氧耦合功能膜技术对奶牛粪稳定贮存和气体减排的

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方法与设备
新鲜牛粪采自北京泰丰雄特奶牛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场，不添加其他辅料，在搅拌均匀后放入两组反

应器中，每组奶牛粪质量约５３ｋｇ。
覆盖材料为美国 Ｇｏｒｅ Ｔｅｘ公司生产的复合功

能膜，其主要由３层结构组成，中间层为膨体聚四氟
乙烯（ｅＰＴＥＦ）材料，其上均布 ０２μｍ孔径的微孔，
可有效阻止灰尘、气溶胶和微生物向外扩散；内外两

层由聚酯膜组成，其具有耐腐蚀的特点。该复合膜

具有选择性透过和截留功能，有助于形成膜下微氧

环境，减少气体外逸。

奶牛粪贮存试验设置覆膜组和对照组两个处

理，两组试验均采用智能型膜覆盖好氧堆肥反应器

系统
［１０］
，其结构如图 １所示。两组反应器主罐体相

同且有效容积均为 ９０Ｌ（罐体内径为 ４５０ｍｍ，高度

为６００ｍｍ）。结合已有相关研究［９］
，本研究利用该

反应器系统的智能反馈调节通风模式，自动开启和

关闭风机以使堆体处于４％ ～６％的微好氧环境中。

图 １　智能型膜覆盖好氧堆肥反应器系统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ｅｒｏｂ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ｒｅｃｔｏｒ
１．出气阀　２．视窗　３．保温罩　４．选择渗透性膜　５．紧固螺栓

６．压力传感器监测口（监测膜下压力）　７．发酵罐体　８．取样口

９．出料口　１０．布气筛　１１．聚氨酯发泡　１２．压力传感器监测口

（监测进风压）　１３．进气口　１４．滤液聚集视窗　１５．三点釜式支

撑结构　１６．移动平台　１７．双向万向轮　１８．流量计　１９．气囊

２０．气泵　２１．曝气系统　２２．电控柜　２３．温度传感器　２４．压力

传感器监测口（监测罐体内压力）　２５．锁扣
　
贮存过程中每间隔 ２４ｈ记录堆体上、中、下层

温度。每间隔２４ｈ使用 ５００ｍＬ铝箔气袋各采集两
袋反应器出口处气体，覆膜组另采集两袋膜下气体。

其中，一袋用于即时监测 ＮＨ３的含量，另一袋用于测
定分析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的含量。分别在贮存初始
和第３、５、７、９、１２、１５、２１、２７、３０天取堆体固体样品，
少部分存于 －８０℃用于微生物的检测，其他存于
－２０℃用于理化指标的测定。
１２　测试方法

温度采用 ＰＴ１００型传感器测定；参照 ＴＭＥＣＣ
（０５０７ Ａ）方法测定挥发性固体含量；将样品放于
１０５℃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以测得含水率［１１］

；利用

ＶａｒｉｏＥＬⅢ型元素分析仪（德国 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ａ公司）测
定样品总碳、总氮的质量分数并计算碳氮比；将鲜样

按液料比１０ｍＬ／ｇ浸提过滤取上清液，利用酸碱度
计和电导率仪测定样品 ｐＨ值和电导率。每个样品
做３个平行试样，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取上述浸提液进行种子发芽率测定
［１２］
。每个

样品做３个平行，以去离子水作为空白对照。
采用比色管（日本 ＧＡＳＴＥＣ公司）测定 ＮＨ３含

量：每次用气泵抽取５０ｍＬ气袋中的气体，待比色管
颜色不再变化时读取并记录对应值

［１３］
；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型气相色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测定温室气
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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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分析
分别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２０１７和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进行数

据处理及图形绘制。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堆体物料基础特性
新鲜奶牛粪的含水率和挥发性固体质量分数为

（７７６７±０２６）％和（６８３５±０２２）％，经干燥粉碎
后测得的碳氮比为 １５８４±０２１。新鲜奶牛粪的
含水率过高，会影响通风效果致使堆体局部厌氧。

同时，新鲜奶牛粪的碳氮比较低，贮存过程中氮素

易以 ＮＨ３形式大量挥发损失。因此，新鲜奶牛粪

在自然堆放过程中易产生大量 ＮＨ３和 ＣＨ４等温室
气体。

２２　贮存过程主要理化指标动态变化
２２１　温度

图２所示为覆膜组和对照组的温度动态变化曲
线。两组试验各层温度变化趋势相同，均在贮存第

４天时堆体的平均温度高于室温且维持到贮存试验
结束。整个贮存过程两组各层的平均温度略高于室

温，表明微生物活动趋缓，堆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

过程。覆膜组的平均温度始终略高于对照组，可能

的原因是覆盖的选择渗透性膜具备一定的保温作

用，能够减缓热量的散失。

图 ２　贮存过程温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２２　含水率

图 ３所示为两组的含水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初始物料的含水率为 ７７６７％，贮存结束时覆膜组
含水率略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８０５５％和 ８００６％。
含水率略微上升是由于整个贮存过程中堆体温度不

高，以气体形式散逸的水分很少，微生物活动产生的

水分量大于蒸发损失的水分量
［１４］
，且由于膜的阻碍

作用，部分水分子遇到膜内层会冷凝回流至堆体，使

得覆膜组含水率略高。整个贮存过程中两组的含水

率虽小幅升高但未显著变化。

图 ３　贮存过程含水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２３　挥发性固体质量分数

图４所示为两组的挥发性固体质量分数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贮存前期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的速率较

慢，同时其次生代谢会产生水溶性碳等有机化合

物
［１５］
，因此，随着堆体含水率的增加，挥发性固体质

量分数也相对增加。之后，随着微生物的繁殖，对挥

发性固体的分解速率加快使得两组挥发性固体质量

呈下降趋势。贮存后期，两组曲线均相对平缓，原因

可能是微生物活动受到微氧环境影响使挥发性固体

降解速率减慢。

图 ４　贮存过程挥发性固体质量分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ｏｌｉｄ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２４　碳氮比

图 ５所示为两组的碳氮比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结合挥发性固体质量分数的分析可知贮存初期微生

物对碳素的消耗较少，反而次生代谢会产生部分水

溶性碳，因此，贮存初期碳氮比略有升高。中后期，

微生物对碳氮两种元素的消耗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因此两组的碳氮比曲线均较为平缓。第 １２天起覆
膜组的碳氮比低于对照组，可能的原因是覆膜组的

微好氧发酵优于对照组，因此其对碳素的消耗量相

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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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贮存过程碳氮比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ａｔｉｏ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２５　ｐＨ值和电导率
图６所示为两组的 ｐＨ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在整个贮存过程中两组的 ｐＨ值均呈下降趋势且变
化幅度基本一致。贮存初期两组的 ｐＨ值下降较
快，原因可能是前期微生物的活动产生了较多有机

酸，而含氮有机物的氨化程度与之相比较低
［１６］
。中

后期，两组的 ｐＨ值下降极缓，最终均稳定在 ７９附
近，表明中后期两组堆体均处于一个十分缓慢但相

对稳定的发酵状态。

图 ６　贮存过程 ｐＨ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图 ７　贮存过程电导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Ｃｖａｌ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图 ７所示为两组的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在贮存初期电导率上升较快，原因可能是有机质的

矿化作用产生ＮＨ＋
４ 等，以及有机酸的溶解作用产生

可溶性盐等，导致其浓度不断增加。两组的电导率

均在贮存中期小幅下降后又逐渐上升，原因可能是

试验产生的部分可溶性盐下渗到了堆体底部致使中

期测量结果偏低。总体来看，贮存过程中电导率呈

增加趋势，且贮存结束时两组的电导率均大于

２８ｍＳ／ｃｍ，若不经适宜的后处理不利于种子的生
根发芽与植物的生长

［１７］
。

２３　贮存过程生物学和微生物指标动态变化
２３１　种子发芽指数

图８所示为两组的种子发芽指数（ＧＩ）随时间
的 变 化 曲 线。初 始 样 品 的 种 子 发 芽 指 数 为

５１４５％。随着贮存的进行，两组的 ＧＩ值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说明两组堆体的生物毒性均有所增加。

贮存结束时两组堆体 ＧＩ值均较低，原因可能是贮存
过程中产生了能够抑制种子萌发和植物生长的毒性

物质。贮存结束时，覆膜组堆体的 ＧＩ值高于对照
组，表明覆膜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毒性物质

的产生。

图 ８　贮存过程中种子发芽指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Ｉ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３２　微生物指标

在贮存初始及结束时的两组样品中均未检出沙

门氏菌且蛔虫卵死亡率均达到 １００％。贮存结束
时，两组样品中粪大肠杆菌群数由贮存初始的

１５０ＭＰＮ／ｇ降为３ＭＰＮ／ｇ以下，符合畜禽粪便无害
化处理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小于等于 １０５个／ｋｇ［１８］。
表明贮存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灭杀大肠杆菌。

２４　贮存过程主要气体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２４１　ＮＨ３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较多研究表明 ＮＨ３的排放与通风速率及时间密

切相关
［１９－２０］

，由于本试验中采用微好氧的反馈调节

机制，使得 ＮＨ３排放速率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图９所
示为 ＮＨ３排放速率变化曲线及累积排放量。在贮存
期间，覆膜组膜内、外和对照组 ＮＨ３的平均排放速率
分别为 ０００６８、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６３ｍｇ／（ｋｇ·ｈ），累积
排放量分别为４８９、３８２、４４７ｍｇ／ｋｇ。

有研究表明，在厌氧条件下气态氮的损失很

小
［２１］
，因此，本试验中膜内排放总量大于对照组的

原因可能是覆膜减少了堆体内部的厌氧区域，一定

程度上利于 ＮＨ３的产生。膜外 ＮＨ３排放量比膜内减
少２１８１％，覆膜组排放到环境中的 ＮＨ３比对照组
减少１４４％。减排的主要原因是覆膜后能够在反
应器内部形成微正压环境，且水蒸气遇冷会在膜下

凝结成一层水膜，使得挥发的 ＮＨ３溶解在水膜中以
氨态氮形式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重力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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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ＮＨ３排放速率及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９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Ｈ３
　
随水滴回落到堆体中继续被微生物分解

［２２］
。

２４２　ＣＯ２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图 １０　ＣＯ２排放速率及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１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２

图１０所示为 ＣＯ２排放速率变化曲线及累积排
放量。在贮存前期，随着温度的升高，ＣＯ２排放速率
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且在第５天覆膜组膜内、外和
对照组均达到排放速率的最大值，分别为 ４３８２、
３７７５、５８４５ｍｇ／（ｋｇ·ｈ）。随着贮存的进行，覆膜组
的 ＣＯ２排放速率逐渐下降，而对照组在后期仍保持

较大的 ＣＯ２排放速率。
覆膜组膜内、外和对照组 ＣＯ２的累积排放量分

别为 １５４７、１３０５、１７７２ｇ／ｋｇ，表明贮存过程中以
ＣＯ２形式损失的碳素较多。膜外 ＣＯ２排放量比膜内
减少１５６４％，覆膜组排放到环境中的ＣＯ２比对照组
减少２６３５％。减排的原因可能是膜下的水膜层起
到封闭作用，减缓了 ＣＯ２的散逸。
２４３　ＣＨ４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ＣＨ４的排放速率与温度密切相
关，当温度低于 １５℃时，ＣＨ４的排放速率非常低，当

温度达到 ２５℃时，ＣＨ４的排放速率会急剧上升
［２３］
。

图１１所示为 ＣＨ４排放速率变化曲线及累积排放量。
在贮存开始的升温过程中，由于温度较低两组基本

无 ＣＨ４产生，第５天起温度达到 ２５℃附近，ＣＨ４排放
速率迅速上升，在贮存第 ９天覆膜组膜外 ＣＨ４排放
速率达到最大值 １０７ｍｇ／（ｋｇ·ｈ），第 １１天膜内达
到最大值１１４ｍｇ／（ｋｇ·ｈ），第 １２天对照组达到最
大值１７１ｍｇ／（ｋｇ·ｈ）。对照组在贮存 ２０ｄ后保持
较高排放速率，累积了大量 ＣＨ４，原因可能是贮存后
期对照组堆体中存在更多的厌氧区域。

图 １１　ＣＨ４排放速率及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１１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４

覆膜组膜内、外和对照组 ＣＨ４的累积排放量分
别达到４３３７６、３７３０９、４９４９２ｍｇ／ｋｇ。膜外 ＣＨ４排
放量比膜内减少 １３９９％，覆膜组排放到环境中的
ＣＨ４比对照组减少 ２４６２％。表明膜下的微正压环
境能促进堆体内氧气均匀分布，增强氧气向堆体颗

粒单元内部渗透的能力，抑制了厌氧区域的产生，从

而减少了厌氧发酵产物 ＣＨ４的产生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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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　Ｎ２Ｏ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图１２所示为 Ｎ２Ｏ排放速率变化曲线及累积排

放量。与上述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贮存期间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极少，覆膜组膜内、外与对照组分别为

４１０６、４９４４、２７３５μｇ／ｋｇ。膜外 Ｎ２Ｏ排放量比膜
内增加２０４０％，原因可能是覆膜对 Ｎ２Ｏ的阻碍作
用不及上述温室气体，因此会在通风期间更多的散

逸到环境中。

图 １２　Ｎ２Ｏ排放速率及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１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２Ｏ
　
　　在贮存过程中对照组 Ｎ２Ｏ的排放速率偏低，且
无明显起伏。覆膜组排放速率自第 ２３天起有明显
的升高趋势，且贮存结束时仍保持上升态势。Ｎ２Ｏ
是在微生物作用下通过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产生

的，严格的好氧和厌氧条件都不利于 Ｎ２Ｏ的产
　　　　

生
［２５］
。因此，覆膜组后期累积了大量 Ｎ２Ｏ的原因

可能是贮存后期堆体内形成了更多的好氧与厌氧相

结合的区域，导致排放增加
［２６］
。

２４５　总温室气体动态变化及减排效果
根据 ＣＨ４和 Ｎ２Ｏ在１００ａ尺度上的增温潜势分

别为 ＣＯ２的 ２８倍和 ２６５倍，计算得出各组 ＣＨ４和
Ｎ２Ｏ排放量的 ＣＯ２当量。在各组中，Ｎ２Ｏ的 ＣＯ２当
量均极低，占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不足 ０１％。
ＣＨ４与 ＣＯ２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相近，但各组 ＣＨ４对
温室效应的贡献率均略低于 ＣＯ２。

覆膜组膜内、外与对照组的总温室气体排放量

分别为２７６２１３０、２３５０６３３、３１５８６９５ｍｇ／ｋｇ。膜
外总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膜内减少 １４９％，覆膜组排
放到环境中的总温室气体比对照组减少 ２５５８％。
表明覆膜在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与排放方面有十分

良好的效果。

３　结论

（１）覆膜堆体温度略高于对照组，且在综合分
析种子发芽指数、碳氮比等指标后可得出：覆膜耦合

微氧环境更有利于在奶牛粪贮存过程形成微氧抑厌

氧环境，减缓堆体的发酵，保持相对稳定。

（２）覆膜耦合微氧环境贮存奶牛粪能够减少
ＮＨ３排放。由于膜下的微正压环境以及膜内表面水
膜的吸收和阻碍作用，膜外 ＮＨ３排放量比膜内减少
２１８１％，且覆膜组排放到环境中的 ＮＨ３比对照组减
少１４４％。

（３）与对照组相比，覆膜耦合微氧环境贮存奶
牛粪排放到环境中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分别减少了
２６３５％和２４６２％，虽然 Ｎ２Ｏ的排放总量增加，但
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不足 ０１％。总体来看，覆膜
组排放到环境中的总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对照组相比

减少了２５５８％，温室气体减排效果明显。

参 考 文 献

１　高鸿宾．关于目前奶业形势和未来走势的判断［Ｊ］．中国奶牛，２０１６（６）：５－９．
２　ＧＵＡＲＩＮＯＭ，ＦＡＢＢＲＩＣ，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Ｍ，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ｇａｓｅ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ＢＥ，２００６，４９（３）：７３７－７４７．

３　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４　联合国新闻．大气中一氧化二氮不断增长可破坏臭氧层并加剧气候变化［Ｒ］．２０１３．
５　ＨＡＮＳＥＮＭＮ，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Ｋ，ＳＯＭＭＥＲＳ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ａｎｄａｍｍｏｎｉａ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ｉｇｓｌｕｒ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４０（２２）：４１７２－４１８１．

６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Ｄ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ｆｒｏｍｃａｔｔｌｅｍａｎｕｒｅｈｅａｐｓ［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３９（４）：７８７－７９９．

７　ＢＥＲＧＷ，ＢＲＵＮＳＣＨＲ，ＰＡＺＳＩＣＺＫＩＩ．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ｌｕｒ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１２（２）：１２９－１３４．

８　ＡＭＯＮＢ，ＫＲＹＶＯＲＵＣＨＫＯＶ，ＡＭＯＮＴ，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ａｍｍｏｎｉ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ｒｙｃａｔｔｌｅｓｌｕｒ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ｌｕｒ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１２（２）：
１５３－１６２．

０４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９　王伟东，王小芬，刘建斌，等．供氧方式及供氧量对堆肥发酵进程的影响［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６，２７（３）：３５９４－３５９８．
ＷＡＮＧＷｅｉ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７（３）：３５９４－３５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孙晓曦，马双双，韩鲁佳，等．智能型膜覆盖好氧堆肥反应器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２）：２４０－２４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１２２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９．
ＳＵＮＸｉａｏｘｉ，ＭＡ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ＨＡＮＬｕｊｉａ，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ｎｌａｂ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ｅｒｏｂ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ｏ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１２）：２４０－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ＴＩＡＮＷ，ＬＩＬ，ＬＩＵＦ，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ｄａｉｒｙｍａｎｕｒｅａｎｄ
ｒｉｃｅｃｈａｆｆｂｙ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１０（２）：３３０－３３７．

１２　李季，彭生平．堆肥工程实用手册［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　马双双，孙晓曦，韩鲁佳，等．功能膜覆盖好氧堆肥过程氨气减排性能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１１）：３４４－

３４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１１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２．
ＭＡ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ｏｘｉ，ＨＡＮＬｕｊ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ｅｒｏｂ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１１）：３４４－３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李群良，王星，黄逸鑫，等．不同堆肥方式对氮素转化规律的影响［Ｊ］．化学与生物工程，２０１４，３１（９）：２５－２８．
ＬＩＱｕｎ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Ｊ］．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１（９）：２５－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陈鲜妮，来航线，田霄鸿，等．接种微生物条件下牛粪 ＋麦秸堆腐过程有机组分的动态变化［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９，２８（１１）：２４１７－２４２１．
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ｎｉ，ＬＡＩ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ｗｍａｎｕｒｅｐｌｕｓ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８（１１）：２４１７－２４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胡伟．有机固废好氧发酵过程中的 ｐＨ变化与原材料性质对产物 ｐＨ的影响［Ｄ］．扬州：扬州大学，２０１７．
ＨＵ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Ｈｉｎｔｈｅａｅｒｏｂｉｃ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Ｈ［Ｄ］．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李赛群，肖光辉，王志伟．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的基质和施肥技术研究进展［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
９（２）：１９４－１９９．
ＬＩＳａｉｑｕｎ，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ｅｃ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ｔｙｐｅｓｏｉｌｌｅ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９（２）：１９４－１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ＮＹ／Ｔ１１６８—２００６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　沈玉君，李国学，任丽梅，等．不同通风速率对堆肥腐熟度和含氮气体排放的影响［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９）：

１８１４－１８１９．
ＳＨＥＮＹｕｊｕｎ，ＬＩＧｕｏｘｕｅ，ＲＥＮＬｉｍｅ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ｎ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９（９）：１８１４－１８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马闯，李明峰，赵继红，等．通风策略对废弃物好氧堆肥的影响综述［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３５０－３５３．
２１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Ｓ，ＬＩＮＤＡ，ＳＯＭＭＥＲＳ，ｅ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ｌｏｓ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ｃａｔｔｌｅａｎｄｐｉｇｍａｎ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１３０（１）：６９－７９．
２２　李广坤．功能膜覆盖式污泥好氧堆肥系统的效能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６．

ＬＩＧｕａｎｇｋｕ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ｓｌｕｄ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陆日东，李玉娥，万运帆，等．温度对奶牛粪便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９－３１．
ＬＵＲｉｄｏｎｇ，ＬＩＹｕｅ，ＷＡＮＹｕｎｆ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ｗｍａｎ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９－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陈佩芝，盛清凯．德国 ＵＴＶ Ｇｏｒｅ膜覆盖式畜禽粪便高温好氧发酵法［Ｊ］．猪业科学，２０１６，３３（６）：５２－５３．
２５　朱海生，左福元，董红敏，等．锯末添加比例对牛粪贮存过程中氨气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Ｊ］．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７，３９（３）：３４－４０．
ＺＨＵ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ＺＵＯ Ｆｕ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ｗｄｕｓ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ｏｎａｍｍｏｎｉａ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ｔｏｒｅｄｃａｔｔｌｅｍａｎ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９（３）：
３４－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ＷＲＡＧＥＮ，ＶＥＬＴＨＯＦＧＬ，ＢＥＵＳＩＣＨＥＭＭＬＶ，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ｎｉｔｒｉｆｉｅｒ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Ｊ］．
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３３（１２）：１７２３－１７３２．

１４３第 ７期　　　　　　　　　　　黄光群 等：奶牛粪微好氧耦合功能膜贮存稳定性与气体减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