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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兰州市城肥的数量 、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城肥利用长期得不到合理开发 ,污染环境和

水源。提出了解决城肥利用的基本途径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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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无公害农产品的要求日益迫切 ,大

力宣传和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料 ,减少化肥施用 ,提高产品品质 。有机肥料养分全面 ,但由

于积造与施运费工费时 ,城郊农村又普遍重工轻农思想严重 ,导致耕地有机肥投入不足。城

粪作为一种肥料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要搞好这项工作 ,仅靠农业部门有很大困难 ,

必须单位协作 ,部门联合 ,完善设施建设 ,才能起到开发利用目的 。

1　城肥开发利用现状
(1)禽畜粪肥的利用:自 1996年以来 ,兰州市近郊(城关 、七里河 、安宁和西固 4区)禽畜

粪肥平均年产 40万吨(可提供纯有机质 2.0万吨 ,氮肥 4.0万吨 , P2O5 0.6万吨 ,K2O 1.2

万吨)左右 , 其中禽粪产出量在 0.3吨 , 牛粪 5.2万吨 , 猪粪 23.1万吨 ,羊粪 4万吨 ,马粪

0.11万吨 ,驴粪 1.1万吨 ,骡粪 4.5万吨 ,相当多的禽畜粪场都集中在市区边缘地带 ,禽畜

粪便已严重污染了该区的生态环境 。1995年的调查结果表明 ,全市禽畜粪肥农业利用率为

56.8%,饲料利用占 8.6%,食用菌占 7.8%,流失的占 27.0%左右 。

(2)城市人粪尿的利用:根据兰州市环卫部门提供的资料分析 ,全市人粪尿在 100万吨

以上 ,这些粪尿大多直接与地下污水管道相连 ,通过分流技术向黄河排放。同时肥料公司每

年约有 30万吨的粪尿向郊区运送 ,这些粪肥多数来自公共厕所。近年来 30%的公共厕所

由于改扩建 ,卫生条件大有改观 ,但人粪尿经过分流仍然排入黄河 。外地来兰流动人员(按

30万人次计算)的粪尿年约 30万吨左右 ,全市约有 40万吨的粪尿可用于农田。

(3)城市垃圾的利用:我国 2/3城市被垃圾包围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全世界每年

产生的 4.9亿吨垃圾中 ,中国城市就占 1.3亿吨。这是 1999年 11月 13日闭幕的“首届中

国城市生活垃圾态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 。近 10年来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平均

每年 7.0%的速度增长 ,少数城市如北京的增长率更高 ,达到 15 ～ 20%,据 1998年的资料报

导 ,中国 688座城市中已有 2/3被垃圾带所包围 ,全国垃圾存占地累计达 75万亩 ,且有 1/4

的城市已发展到无适合场所堆放垃圾 ,以至于城市把解决垃圾的途径延伸到乡村 ,导致了城

乡结合带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据估算 ,兰州市近郊 4区现有城镇人口约 120万 ,流动人口约 30万 ,按 150 万人口计

算 ,市区的垃圾年产出量约 13.5万吨 ,每年 7 、8 、9三个月中垃圾日产出量可达 500万吨 ,平

时日产出量为 250万吨。目前 ,近郊对城市生活垃圾无法利用 ,只有通过堆场积存和地下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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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来处理 ,这种状况应当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进行协调并加以利用 ,一方面减

轻环境污染和防止传播疾病;另一方面可作为一项数量相当可观的肥料资源。

2　城肥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1)有机肥料用量下降 ,农业生产依赖化肥的高投入 。据甘肃省土肥站 1996 ～ 1998年

的定点定产跟踪调查投肥情况表明 ,1997年开始有机肥料投入有所回升 ,但与“六五” 、“七
五”期间相比 ,总体下降近 2倍 。有机肥料投入的减少已导致土壤基础肥力下降 。小麦特别
是高产区小麦生产能力从“六五”期间占当季产量的 80%下降到目前的 70 ～ 60%。基础地
力的削弱 ,则以加大化肥投入量来维持高产水平。近年来 ,化肥投入量(实物量)平均每年超
过1500kg/hm

2
,按有效养分计算 ,平均已达到 375kg/hm

2
,特别是氮肥投入偏高日益严重 ,

间套种植区施氮高达 375 ～ 450kg/hm
2
。不少丰产田 、吨粮田超过 450kg/hm

2
。作物养分供

求失衡 ,土壤养分含量下降。速效钾含量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时相比 ,普遍下降 20 ～
30mg/kg ,氮磷比例也相对失调 ,高产田的基础肥力潜伏着危机。这也是当前农业生产徘徊
不前的原因之一 。

(2)肥料资源与环境污染间的可变状态。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农民价值观念的改
变 ,使传统的有机肥施用方式已不适应当前农业生产需要 ,丰富的城肥资源处于低水平利用
现状 ,农业自身污染日趋严重 。

(3)有机肥虽然养分全面 ,但由于养分浓度低 、体积大 、肥效慢 ,费时费工 ,农民为了省事
和眼前效益(约占 80%的青年男女外出打工),已不像改革初期那样 ,较多地喂养耕畜 ,羊 、
猪等数量均在减少。更不愿再化力气去积 、攒 、制 、用农家肥 。因此 ,有机肥料的积造得不到
农民重视 ,化肥已经取代农家肥居于主导地位 。

(4)城粪数量大 ,利用率低 ,处理方法落后 。一是露天坑贮 ,风吹日晒 ,蝇虫滋生 ,养分损
失严重 ,造成有机肥料资源浪费;二是下水道排放 ,污染环境和地下水资源 。

(5)多少年来 ,有机肥料的研究注重于施用 ,在提高有机肥料的肥效及产业化 、商品化等
方面研究甚少。

3　城肥开发途径
目前城市人粪尿在农业上的应用 ,多数是经地头粪池贮存处理 ,用于大田和蔬菜 、瓜果

生产 ,还有部分直接用于大田 ,这就和农村的大田积存和施肥方式一样 ,处于粗放 、低效率状
态 ,运输 、施用极不方便 ,肥料质量与环保矛盾突出 ,难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
认为 ,农业部门应积极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 ,并联合有关单位 ,组织研究城市人粪尿的处理
方法 ,以及提高肥效 、保持土壤养分 、培肥地力等一系列问题 。城肥资源的开发应从:一 、由
传统粗放型向集约型生产转变;二是环卫企业社会效益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三 、由小规模
分散型向大规模集团转变 。

城粪处理应实现工厂化操作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科技投入 ,制
定工艺规模化 ,产品标准化 ,促进肥料加工水平的整体提高 。目前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有:

(1)推广粪肥喷施技术。根据沿海一些城市的经验 ,通过粪肥运送车 、贮粪池收集粪肥 ,
利用运送车及其配套的吸喷泵装置 ,直接服务到田块。一般采用小拖运粪车 ,一次还田 1吨

粪肥 ,仅需要 1小时左右 ,可作基肥和苗肥喷施 。这项技术由于贮 、运 、施一体化服务配套 ,
机械动力装置简易 ,喷施方便 ,深受农民欢迎 。

(2)推广城肥淌灌配套技术。其做法是将粪尿先在贮粪池中贮存 15 ～ 20 天 ,然后用车
拉到地头 ,再通过吸粪泵打入明渠 ,结合作物灌水 ,以粪水比 1∶4淌入田块 。以小麦为例 ,整
个生育期可淌 3次 ,其大致时期为:①在幼苗 3叶期 ,用量为 15t/hm2;②分蘖期 ,用量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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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hm2;②孕穗期 ,用量 7.5 ～ 15t/hm 2 。
据有关资料报导 ,目前国外的一些城肥利用途径主要有离心固液处理 ,高温消毒技术 ,

稳定塘好氧处理 ,沼液渗灌处理等 。

4　城肥发展远景
城市粪便处理已经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大田生产普遍缺乏有机肥料 ,成为制约

农业生产 ,特别是高产 、优质 、高效农业和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的关键障碍因素 。如果能把
城市人畜粪尿经加工 ,制成各种剂型的商品有机肥料 ,象化肥一样 ,运输 、施用都很方便 ,从
而解决了城肥处理问题;二是在城市环卫建设 、管理上 ,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将环卫工人从
脏 、累 、差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三是精制有机肥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 ,还可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如花卉 、中草药生产等。随着人们对高品质农作物的需求不断增加 ,精
制有机肥料的用量将会扩大。

据初步推算 ,一个 20万人口的城市 ,可年 1万吨精制有机肥 ,按每公顷 0.75吨的用量 ,
可施 2000万顷农田 。

兰州市的城肥利用 ,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究其原因:一是认识与协调问题 ,城肥
利用不仅是农业部门的工作 ,而且是环卫 、环保 、城建等部门的共同任务 ,甚至要提高到全社
会的高度来认识 ,方可减少环境污染。二是投资与效益问题 ,开发利用城肥资源需要一定设
施 ,健全相应的服务体系 。因此 ,国家在资金 、物资等投入上应向城肥开发倾斜 ,资金来源可
以全社会负担 ,也可以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城肥开发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无疑是巨大的 ,
因此要把城肥资源的开发利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作为保护生态环境 ,充分利用有机肥源 ,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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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化学和生物性质低劣的根本原因。传统果园土壤管理制度(包括施肥)对土壤肥力的
有限影响为:土壤 P 和微量元素供应力的升降;亚表层土壤有机质和全 N 略有上升。针对
上述问题和本区果业生产的实际条件 ,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1.在幼果园和新果园的果树行间及老果园的缺株隙地种植多年生绿肥牧草 ,达到“以地
养地” 、“以化肥换有机肥”的目的。据研究紫苜蓿 、牛尾草 、鸭蒡和无害雀麦在当地果园均能
生长 ,在一般管理水平下 ,紫苜蓿和牛尾草在种植的头 3年 ,6次刈割亩产鲜草累计分别为
6400kg 和 5900kg 。以“生草制”取代“除草剂”是近代果园土壤管理制度的变化发展趋势 ,在
配套技术到位条件下 ,前者还有其它一系列的优点 。

2.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就地截留冬季凋落叶片 ,并争取外源有机肥作为果园补充有机肥
源 ,如农作物秸秆和城乡有机废弃物等 。

3.因地制宜和因树制宜的调整果树的化肥配方 ,包括 N 、P 、K 三要素和各种微量元素
的适宜用量和比例 ,研究微量元素肥料有效的施用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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