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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堆肥法生物降解实验步骤

1.接种物制备

正常运行的需氧堆肥装置产生的充分曝气的堆肥可以用作接种物。接种物应均匀、没有大的惰性物质,比
如玻璃、石块、金属件。手工去除这些杂质后用孔径0.5 cm~1.0 cm的筛子将堆肥进行筛选。

注1:为了保证微生物的多样性,建议使用城市固体废弃物中有机物在堆肥装置中产生的堆肥，堆肥肥龄zui
hao2个月~4个月。没有这样的堆肥,则可采用园林和农田废料,或者园林废料和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混合物在
堆肥装置中产生的堆肥.

注2:为了尽可能维持良好的曝气条件,建议加入多孔、惰性或难以生物分解的结构性材料,以阻止堆肥在试
验期间粘连和堵塞.

测定接种物中的总干固体含量和挥发性固体含量。总干固体含量应当是湿固体量的50%
~55%,挥发性固体含量不超过干固体含量30% ,或不超过湿固体量的15%。必要时,在使用堆肥前加水,或进
行适当的干燥(比如用干燥空气对堆肥进行曝气处理) ,从而对水分含量进行适当调节。制备1份接种物与5
份无离子水的混合液,将它们充分振荡均匀后立即测pH值,其值应在7.0~9.0之间。

注3：为了进一步表征接种物,可以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另外再测定总有机碳、总氮或脂肪酸含量。

在试验期间用可生物分解参比材料 ,再测定空白容器释放的二氧化碳,从而来检验接种物的活性。在试验
结束时,参比材料应至少分解70%。在试验开始的10
d内,容器内的接种物相对每克挥发性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大约为50 mg~150 mg。如果二氧化碳释放量太高
,则堆肥应当曝气几天,再用于新的试验。如果活性太小，则应选用其他堆肥作接种物。.



2.准备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

按照测定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总有机碳(TOC),以每克总干固体的总有机碳的克数来表示。或者,如果材
料不含有无机碳,则可以用元素分析法测定其含碳量。试验材料应含有足够的有机碳，以便产生适合于测
定所需的二氧化碳。一般,每个容器50g总干固体至少含有20
g总有机碳。如果要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则应当测定试验材料的总干固体含量和挥发性固体含量。

注:试验期间测定的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质量损失,可用作补充资料。在试验开始时测定试验材料的挥发
性固体含量,将它与试验结束时的挥发性固体含量进行对比。

试验材料的型式包括粒状、粉末状、薄膜、或简单形状(比如哑铃型)。每一件试样的最大表面积大约为2
cmX2 cm.如果试样原件超过该尺寸，则应加以减小。

3.开始试验

至少准备下列数量的堆肥容器:

a) 3个装试验材料的容器 ;

b) 3 个装参比材料的容器;

c) 3个空白容器。

试验材料和接种物的试验混合物的量,取决于试验材料的性质和堆肥容器的尺寸。接种物的干重与试验材
料的干重比大约为6: 1.应保证每个容器中堆肥的量都相同。如果加入惰性材料,则不考虑该比例。试验混
合物的体积不得大于堆肥容器容积的3/4,以留下足够的顶部空间,使得试验混合物能够进行人工振荡。

一个大约3 L的容器,可装人约600 g总干固体的接种物和约100 g干固体的试验材料。试验混合物水分含量约
50%.混合物应感到有点发黏,或者用手稍稍一压有游离水出来。如有必要,可适当加水或用干燥空气进行曝
气处理来调节混合物的水分含量。将混合物充分混匀后装人堆肥容器。

注1:试验混合物中的有机碳与氮的比(C: N)应适当,以保证进行良好的堆肥,其值在10~40之间。必要时可以
用尿素来进行调节。从试验材料和接种物的总有机碳(TOC)可以计算出有机碳含量。用试验混合物的代
表性试样可以测定总氮含量。

把堆肥容器放置在58 °C士2°C的试验环境中,用水饱和的、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进行曝气。将空气通过
灌满氢氧化钠溶液的洗瓶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水饱和的、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

注2:如果直接测量排放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则可以使用一般的空气，而不是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此时,
建议测量每一个容器进出口的二氧化碳浓度。为了校正,将出口的二氧化碳浓度减去进口的二氧化碳浓度
。

应当采用足够大的空气流量,以保证在整个试验期间每一个堆肥容器都能维持曝气条件。应当定期检查(
可采用空气流量计)每一个出口的空气流量,以保证系统任何部分都没有泄露.

注3:定期测量堆肥容器排出气中的氧气浓度有助于维持曝气条件,氧气浓度应不低于6%.第一个星期应当密
切监测氧气浓度,至少每天测量2次,以后,测量次数可以减少。必要时，调节空气流量。

参比材料的处理方法与试验材料的处理方法相同。空白容器只含接种物。空白容器与试验材料容器中接
种物的总干固体的量应当相等。



4.培养阶段

在试验期间定期用气相色谱仪、总有机碳分析仪或红外分析仪测量每个堆肥容器排放气中的二氧化碳的
含量,或者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后,测量溶解无机碳(DIC),作为累计放出的二氧化碳量.测量的次数取决于所
用的方法、所需的生物分解曲线的精度以及试验材料的可生物分解性。如果采用直接测量法,在生物分解
阶段至少每天测量2次,时间间隔大约6 h,在平稳阶段,每天至少测量1次。如果采用累计法,则在生物分解阶
段每天测量溶解无机碳1次,在平稳阶段,每周测量2次。

堆肥容器每周振荡一次,防止板结,保证微生物与试验材料充分接触。

注1:建议先断开供气系统,然后振荡堆肥容器.

应经常进行直观检查,保证堆肥容器中试验混合物的湿度适当,没有任何游离水或料块。一般,堆肥容器顶
部没有冷凝水说明系统处于很干燥的状态。可以用适当的仪器测量水分含量并将其保持在大约50%.用湿
空气或干空气可以调节系统至所需的水分含量。从进气口排水或加水可以使水分含量发生明显变化。每
周振荡一次堆肥容器有助于保证水分的均匀分布。如果进行调节,则应当密切监测排放的二氧化碳。

在堆肥容器每周振荡时及试验期结束时,应当记录堆肥性状直观观察结果,比如结构、水分含量、色泽、霉
菌生成、排放气的气味,以及试验材料的崩解程度。

堆肥周期不超过6个月,温度要保持58 °C士2° C ,这是实际堆肥处理的代表性温度。如果还能观测到明显
的生物分解现象,则试验期应当延长到恒定平稳阶段为止。如果平稳阶段提前出现，则可以缩短试验周期.

试验开始后,应定期测量pH值.

注2:如果pH值低于7. 0,是因为容易分解的试验材料迅速分解使堆肥酸化,这会抑制材料的生物分解。此时,
建议测量挥发性脂肪酸含量,检查堆肥容器中组分的酸化情况。如果每千克总干固体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
含量趣过2 g,则由于酸化及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该试验应视作无效。要防止酸化,可增加所有堆肥容器中
堆肥的量,或者减少试验材料、增加堆肥,再重复试验.

5.结束试验

如果要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则称量每一个盛放试验混合物的堆肥容器。从每个容器取出试验混合物
的试样。测定总干固体和挥发性固体.记录每次试验材料性状直观观察结果的详细情况,以确定其崩解程度
。

注:建议进一步研究剩下的试验材料,比如测量有关的物理性质、化学分析及照相。

6.蛭石的使用

如果使用蛭石代替堆肥，首次接种应在含有有机物、无机物和腐熟堆肥培养液中进行，蛭石与培养液的
比例为1 : 3(质量/体积)。

7.使用蛭石复原操作过程和碳平衡

试验结束时,通过提取蛭石培养基,复原并测定试验材料残留量、生物分解副产物含量和生物质含量。每个
容器的试验可进行单独分析或对全部试验综合分类分析。所得生物质、试验材料残留量、副产物含量可
与试验中的二氧化碳释放量相结合,进一步验证最终碳平衡。通过对原试验样品的碳含量分析与试验中转
化为二氧化碳的碳含量、转化为生物质的碳含量、残留试验样品和生物分解副产物的碳含量进行比较,从
而确定最终的生物分解程度。



对于不同材质的试验材料进行提取时,初步依次使用水和/或其他有机溶剂提取,以选择适合的溶剂。

分析方法包括:光谱法(红外,紫外分光光度,核磁共振等),色谱法,重量分析,元素分析等。这些方法可直接用
于提取物和/或浓缩提取物。提取物也可进行生物毒性试验。

生物降解试验标准飞凡检测

结果的有效性

只有试验符合下列事项,才可认为有效:

a)45d后参比材料的生物分解百分率超辻70%;

b)在试验结束时 毎个堆肥容器的生物分解百分率之间的相对偏差不超辻20%；

c)在培养前 10 d内,空白容器中接种物产生50 mg CO2/g挥发性固体(平均值)至150 mg
CO2/g挥发性固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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