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水產廢棄物堆肥化之開發及應用 1 
Ⅲ .送風式堆肥槽之建立及快速堆肥製造 

 

蔡永 2 

摘  要 
堆肥製造主要受材料種類、醱酵環境(溫度、水分、空氣等)及微生物族群

等因素之影響。受影響範圍，包括堆肥特性、養分含量、反應速率、堆肥品質、

及生物特性等。本試驗主要目的，在探討醱酵過程中，堆肥槽的管理對堆肥化

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醱酵溫度與槽容器大小有密切關連，小型堆肥槽極易

散熱，溫度不易上升，而大型堆肥槽溫度經常超過 700C，不利醱酵反應，適當

的堆積高度不宜超過 2 公尺。送風式堆肥槽，送風量以維持 0.02vvm 效果最佳。

空氣由底層供應時，出風口附近材料有結塊現象，堆肥品質不佳。若進行適當

的翻堆與加水，結塊現象可改善，並促進醱酵反應，縮短醱酵時間，但過量的

翻堆與加水，則會降低養分含量，尤其氮素含量，估計翻堆次數以 2~5 次為宜。

接種微生物菌源，可穩定醱酵溫度，但醱酵溫度高低與堆肥品質之間，並沒有

顯著相關。有機材料，鮮蝦殼比魚粕更容易醱酵，但養分含量較低，較適合調

製成育苗介質，而魚粕堆肥養分含量較高，較適合調製田間用堆肥。 

 

關鍵詞：有機廢棄物、堆肥化、操作管理、送風量 

 

 
1 本試驗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費補助(83 科技-2.5-糧-12、84 科技-2.5-糧

-08、及 85 科技-1.7-糧-22)，謹致謝忱。 

2 台灣省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兼分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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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省農漁牧業有機廢棄物，可分為以碳源(如稻草、蔗渣、花生殼、木屑)
及氮源(如豬糞、雞糞、牛糞、魚渣、蝦殼)為主的兩大類(1,2,9)。年產量約稻草 260
萬噸，蔗渣 21 萬噸，花生殼 6 萬噸，豬糞 600 萬噸，禽糞 509 萬噸，魚渣 25
萬噸(1,2,3,6,14)。這兩類資材均可直接施用於農田(4,5,14,15,18)，但因易造成土壤局部
缺氧，有毒物質釋出，或易滋生病虫害，對作物生長及環境有不良影響(15,21,24)，
因此，不宜直接施用。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先將碳氮源以適當的比例混合並經
過堆肥化，製成良好的有機質肥料，再回歸土地(1,2,6,10,11,14,16,17,18,19,22)。 

  堆肥化的反應，主要是多種微生物之作用。微生物的種類、數量、耐熱性、
分解力，以及對碳源及氮源的利用，均影響堆肥的品質。由醱酵溫度的變化過
程來看，微生物似依高溫菌、中溫菌、常溫菌等序列消長，故醱酵過程中，似
乎很難有一種微生物，可以一直居於優勢(1,16,18)。因此，為提高醱酵速度，接種
複合菌源將是必然趨勢(2)。 

    另外，在堆肥化過程中，醱酵槽管理與醱酵條件，及使用之材料亦相當重
要(2,7,10,16,17,18,23,24)。適量的通氣、灑水、翻堆可加強有機酸的分解，避免產生植
物毒物質(14,16,18)，並提早完成堆肥腐熟(7)。有機材料中蝦殼類富含幾丁質(12)，
海草類富含礦物質養分及生長素前驅物(13)，均會改變微生物相，對抗土壤病虫
害，促進作物生長，而高 CEC 的酸性吸收物質如泥炭土等，會幫助吸收氨氣，
中和 pH 值，並增加氮素含量，提高堆肥品質(23)。 

  良好的堆肥，pH 值為中性。在醱酵初期，銨態氮釋出，pH 值上升，隨後
好氣作用，銨態氮氧化為硝態氮，pH 值下降，最後硝態氮再經脫氮還原作用，
使 pH 值又恢復為中性，堆肥亦完熟。完熟堆肥的養分及特性如下，有機質含量
60%以上、pH 值中性、EC 值 4~8mS/cm、全氮 1.5~3.2%、無機氮 0.1~0.6%、
全磷 0.5~1.5%、全鉀 0.2~1.5%；加水後再堆積，不會發熱，聞起來沒有異味，
顏色呈暗褐色，質地疏鬆，不結塊，用 30 倍溫水抽出液，在含濾紙培養皿播種
白菜種子，有良好的發芽率(16,17,18,19,20,23)。 

  本試驗目的，先建立小型送風式模擬堆肥槽，探討適當的送風量，以供少
量生產及試驗研究用；其次以大型送風式堆肥槽，探討堆肥槽管理及醱酵條件
對堆肥化之影響，例如接種菌源、有機氮源及翻堆加水等之影響，並以育苗技
術檢定堆肥品質及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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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模擬式送風醱酵槽之建立 

    以 75 公升、150 公升、300 公升圓柱形塑膠桶為醱酵容器，槽底部開二個
小孔，其一連接排水控制閥，另一連接送風微調控制閥及空氣壓縮機(2HP 85L
天鵝牌 SVP-202 型)。各槽送風量均設定為 0.033vvm，隨時以流量閥校正。有
機材料以細花生殼：魚粉：鮮蝦殼：米糠：肥沃土＝100：35：60：35：5 之重
量比例(C/N 約 32)，置於攪拌機內混合，調整水份含量為 60%，以輸送帶堆置
於各槽中。各槽口均以多孔質厚麻布袋封口。於槽中心點以及該點上下 20 公分
處，每天測定溫度。二重複。82 年 4 月 22 日開始醱酵，約 54 天完成。另外，
於 82 年 11 月 11 日將 150 公升醱酵容器以隔熱毛毯緊密包裹後，進行相同的
醱酵試驗，並使用魚粉、鮮蝦殼、及兩者各半為有機氮源，醱酵期間記錄堆肥
槽中心點的溫度變化。 

二、不同通氣量對堆肥化之影響 

    以 150 公升塑膠槽為醱酵容器，送風裝置如前所示，槽壁以隔熱毛毯包裹，
防止熱氣散失，槽底部送風管以碎石固定，並覆蓋多孔砂網。每分鐘送風量分
別以 0、3、6、12 公升為處理，約相當於 0、0.02、0.04、0.08vvm。有機材料
及操作方法同前。二重複。82 年 11 月 11 日開始醱酵，醱酵期間記錄中心點溫
度變化，約一個月後降至常溫，取樣分析各項成分，並於 83 年 1 月 12 日以育
苗進行生物檢定，測定其腐熟度，方法是將堆肥與低肥介質(純泥炭苔、木屑、
花生殼、表土)以不同比例混合調製成一系列稀釋度育苗介質，播種洋香瓜種子，
並調查生育情形。 

三、大型送風式堆肥槽之管理 

    利用大型送風式堆肥槽(槽容積 3mx1.5mx1.5m)，進行下列各項試驗。堆肥
槽槽壁三面水泥牆，前面木質隔板，可以自由起落，槽底凹部置三條直徑 8 公
分通風管，每條送風管以 10 公分間隔鑿一直徑 2mm 向上出氣口，槽內送風管
連接槽外送氣馬達，送風管送風量調整為 0.03vvm。槽外另有混合機，置於軌
道上面，可以控制滑行方向。各有機材料經定量後，以鏟裝機置入混合機內，
加水混合，至用手緊握有少量水分沿手背流出為止(含水量約 60%)，隨後再以輸
送帶送入各堆肥槽內，槽上並覆蓋塑膠布，以減少水分蒸散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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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種菌源土之效果 

    試驗材料及處理內容如下表所示，共三處理。 

處理 花生殼 鮮蝦殼 米糠 菌土 

CK1 100 140 -- -- 

CK2 100 120 35 -- 

Inoculation 100 120 35 4 

    將上述有機材料，取一部分樣品，進行成分分析，再依表列重量比例混合，
調整水分，再置於大型送風式醱酵槽中。於 83 年 8 月 9 日開始堆積醱酵，10
月 28 日完成，醱酵期間不翻堆不加水，並記錄槽中心點及上下各 30 公分的溫
度變化。醱酵成熟後，觀察成品顏色，物理性狀，化學分析，並進行育苗生物
檢定。 

(二)翻堆加水對堆肥化之影響 

  堆肥槽以三種方式管理，醱酵期間(1)不翻堆不加水，(2)翻堆加水乙次，(3)
翻堆加水七次。其中處理二於溫度低於 500C 時，翻堆一次，處理三醱酵初期每
星期翻堆一次，之後溫度明顯下降時再次翻堆。翻堆以鏟裝機操作，翻堆與加
水同時進行，並以手感調整含水量為 60%。有機材料依花生殼、鮮蝦殼、米糠、
菌源土＝100:120:35:4 重量比例添加(C/N 約 26)，並經由攪拌機混合，以輸送
帶送至各槽內。於 84 年 9 月 12 日進行試驗，12 月 10 日完成。堆積期間每天
記錄醱酵槽溫度變化。醱酵成熟後，觀察成品顏色，物理性狀，化學分析，並
進行育苗檢定。 

(三)不同氮源對堆肥化之影響 

    以不同氮源(1)魚粉(2)鮮蝦殼為供試材料，進行本項試驗。而碳源採用花生

殼。碳源與氮源兩者混合後 C/N 約為 32，混合方式同前。通氣量為 0.02vvm。

二重複。於 83 年 8 月 31 日進行試驗，11 月 16 日完成，醱酵期間逐日記錄溫

度，產品完成後取樣測定各項成分，並進行育苗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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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模擬式送風醱酵槽之建立 

    農水產廢棄物體積龐大，處理耗工費時，因此發展小型堆肥槽，以供模擬

試驗用為必要工作。經以 75、150、300 公升三種塑膠槽容器測試結果，溫度變

化如圖 1 所示。顯示各容器的最高溫度，均可上升至 650C 以上，適合於高溫醱

酵菌的生長，並足以破壞病源菌，及抑制雜草種子萌芽，而於堆積後 1~2 天內

均可達成最高溫度，各容器間並沒有差異，但溫度下降曲線各容器表現不同，

75 公升之塑膠槽，其最高溫度雖可達 650C，但隨後溫度大幅下滑，堆積後 12

天已降至常溫，其維持於 500C 以上的時間僅一星期，醱酵熱無法保持，不利於

中高溫菌之生長。150 公升之塑膠槽，溫度亦可上升至 650C，而溫度下降曲線

呈鋸齒狀，顯示熱能有消失再醱酵生熱的現象，其維持於溫度 500C 以上，可達

二星期以上。300 公升之塑膠槽，其最高溫度與溫度下降曲線，與 150 公升塑

膠槽相似，熱量亦有消長現象，惟平均溫度較高，且維持於溫度 500C 以上的時

間達三星期，但其容量太大，操作處理較為困難。 

圖 1、容器大小對堆肥化溫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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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ffects of container size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compos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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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公升堆肥槽，槽壁以隔熱毛毯包裹後，再進行相同試驗，其溫度變化如

圖 2 所示。顯示三種氮源在 24 小時內均可達到最高溫度 65~680C，溫度下降曲

線平緩穩定，沒有鋸齒狀現象，維持於溫度 500C 以上的時間分別長達 18~24

天，顯示 150 公升醱酵槽以隔熱毛毯包裹後，對熱氣保持及溫度維持已具穩定

作用，應可作為快速堆肥製作的模擬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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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在150公升模擬式堆肥槽下，不同有機氮源對堆肥化溫度之影響 
Fig. 2. Effects of organic N source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posting in 150L plastic container wrapped with woolen rug. 

二、不同送風量對堆肥化之影響 

    送風量的大小，明顯影響堆肥化溫度的高低，如圖 3 所示。送風量以 0.02vvm
效果最佳，其溫度變化最穩定，適合於分解力強的高溫真菌生長，500C 以上的
高溫區可維持 18 天。送風量 0.04vvm 處理其次，高溫區維持 12 天。送風量
0.08vvm 處理，高溫區僅維持 6 天，且溫度變化呈鋸齒狀，熱能有消長現象，
約第 8 天後溫度降至常溫。而不通氣處理，因長期處於嫌氣狀態，無熱能產生，
溫度維持常溫。綜合觀之，最適當的送風量約為 0.02vvm，亦即每分鐘的送風
量相當於材料容積的 1/50，以實務經驗，在槽面覆蓋塑膠布時，仍可微微感覺
塑膠布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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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送風量對堆肥化溫度之影響 
Fig 3. Effects of air flowing volume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ting. 

  不同送風量堆肥，化學性質有極大差異，如表 1 所示。不通氣處理，因嫌
氣醱酵，有機碳無法順利分解成 CO2，以酸性物質為最終產物，因此產品 pH 值
最低，而嫌氣下有機氮的分解產物為 NH4，因此 NH４-N 含量高達千餘 ppm 以
上。反之，送風處理送氣量增加，堆肥 pH 值及 NO３含量遞增，而 NH4 含量遞
減。此外，堆肥物理性質，不通氣處理因厭氣醱酵，散發難聞惡臭，水分含量
因無熱能蒸發仍維持 61%；而通氣處理沒有惡臭產生，但中心區有結塊現象，
通風量愈大，結塊區愈大，結塊區水分含量較低，而 TN、TK、NH4-N 含量較高，
顯示分解不完全。 

 
表1. 堆肥成品分析 
Table 1.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ts. 
 
Treatment 

pH(1:5) EC(1:5) 
(mS/cm) 

NH４-N 
(ug/g) 

NO３-N 
(ug/g) 

0L/min 7.20 1.30 1649 39 
3L/min 7.99 0.91  398 45 
6L/min 8.03 0.92  252 60 
12L/min 8.10 0.93  213 76 

    不同送氣量堆肥，對洋香瓜幼苗生育影響情形，如表 2 所示。顯示不送氣
處理或過量送氣堆肥，對幼苗生育均有顯著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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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洋香瓜地上部鮮重(克/株) (播種後40天) 
Table 2. Ground fresh weight of muskmelon seedlings 
          (40 days after planting). 
                           mixed ratio of compost and peat-moss 

treatment pure 1:1 1:3 1:5 
 --------------------g/plant-------------------- 

0 L/min 0.00 3.74c 10.14 b 13.40a 
3 L/min 0.05 8.54a 12.15 a 11.09b 
6 L/min 0.09 8.21a  11.76ab 11.63b 
12 L/min 0.00 5.62b 10.73 b 11.80b 

pure soil：5.41(g/plant) 
 

三、大型送風式堆肥槽之管理 

(一)接種菌源土之效果 

   菌源土含各種真菌、細菌、放射菌等微生物，添加於有機混合物內，對
醱酵溫度之影響，如圖 4 所示。顯示接種處理的溫度，500C 以上的高溫期達
30 天，中常溫期長達 45 天，而不接種處理高溫期僅 6 天，中常溫期僅 14 天，
有顯著差別；此亦顯示花生殼米糠鮮蝦殼等混合物，自然菌源不足，有接種
之必要，而接種之效果，對高中常溫期均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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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接種菌源土對堆肥醱酵溫度之影響 
Fig. 4. Effects of microbial inoculant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ting. 

接種處理對堆肥的理化性質影響，如表 3 所示。顯示接種處理，微生物
分解量增加，材料最終體積減少 29%，比不接種處理增加 6%。另外，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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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NH4-N 含量增加，pH 值上升，及 NO3-N 含量降低，顯示供試菌源中，
可能以銨化菌與脫氮菌為主，而硝化菌可能沒有增加。另外，體積減少的濃
縮反應，亦可能促使堆肥 EC、TN、TP、TK 等養分含量提高。 

 
  表3. 接種菌源土對堆肥化學性質之影響 
  Table 3. Effects of inoculant on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ts 

Items\treatments    CK1   CK2   Inoculation 
pH(1:5) 7.77 7.87 7.93 
EC(1:5)ms/cm 4.54 4.91 5.69 
NH4-N(ug/g) 25.7 50.0 84.3 
NO3-N(ug/g) 584 534 406 
TN(%)* 1.12 1.33 1.42 
TP(%)* 0.50 0.57 0.80 
TK(%)* 0.33 0.49 0.54 
loss%(v/v) 16 23 29 
*CK1:Peanut hull + shrimp shell. 
*CK2:Peanut hull + shrimp shell + rice bran. 
*Inoculation:CK2 with inoculation. 
*TN:Total Nitrogen. 
*TP:Total Phosphous. 
*TK:Total Potassium. 

    接種處理雖顯著提升溫度及養分含量，但育苗結果顯示對洋香瓜幼苗生
長有明顯不利影響，如表 4 所示，原因不明，有待進一步探討。一般而言，
分解愈旺盛的堆肥，有機酸含量愈高，而有機酸含量高反不利作物生育，需
更長的後熟作用，方能使堆肥充分腐熟。另外，表 4 亦顯示供試堆肥已可直
接當育苗介質用，苗株仍可生長，但生長量仍以 1:3 混合比例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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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接種菌源土堆肥對洋香瓜苗株生長之影響(播種後21天) 
Table 4. Effects of composts on seedling growth of muskmelon. 
       (21 days after planting). 
                          mixed ratio of compost and peat-moss 

Composts pure 1:1 1:3 1:5 
 ------------- Plant height(cm) --------------- 

CK1 12.4 15.5 17.7 17.3 
CK2 13.9 17.5 17.2 17.3 

Inocu.  9.1 11.1 15.8 15.1 
 ------------Total fresh weight(g/p)---------- 

CK1 1.87 3.50 5.46 5.35 
CK2 2.21 3.54 5.54 4.66 

Inocu. 0.96 1.65 4.45 3.24 

  接種處理堆肥，依剖面特性可明顯分為三層，上層 0~45 公分質地疏鬆，黑
褐色，含水率 62%，中層 45~60 公分質地緊密，黃白色，含水率 59%，底層
60~84 公分質地結塊，黃褐色，含水率 24%。各層其他特性(溫度變化、化學分
析、及育苗結果)，如圖 5、表 5 及表 6 所示。底層通氣量大，溫度高，水分含
量低，導致物質膠結，分解作用不完全，產品顏色較淡，並具霉味，肉眼仍可
辨識部分材料殘體，其育苗效果最差。而上層水分含量因受冷凝水回流影響，
含水量高，仍維持 62%，物質分解已趨完全，顏色轉為黑褐色，質地鬆散，具
有優良堆肥性狀，其育苗效果不遜於商品介質。此現象與不同送風量試驗結果
相同，可見堆肥槽管理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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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接種菌源處理對堆肥剖面各層溫度之變化 
Fig. 5 Effects of microbial inoculant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different depth of com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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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添加菌源土堆肥各層化學分析 
Table 5.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ts manufactured with soil           

inoculant. 
Depth 

(cm) 

pH(1:5) EC(1:5) 

(mS/cm) 

NH４-N 

(ug/g) 

NO３-N 

(ug/g) 

N 

(%) 

p 

(%) 

k 

(%) 

H2O 

(%) 

 0~45 7.8 2.9 150 536 1.4 0.77 0.15 62 

45~60 8.0 8.8  51 411 1.7 0.87 0.88 59 

60~84 8.0 5.4  52 270 1.8 0.97 0.66 24 

   

  表6. 各層剖面堆肥對洋香瓜幼苗生長之影響 
  Table 6. Effects of compost at different depth on seedling 
         growth of muskmelon. 

Depth 
(cm) 

Germination 
(%) 

Plant height 
(cm) 

  Plant fresh wt. 
       (g/p) 

0~45 100 18.2 4.78 
45~60  78 12.5 1.73 
60~84  71  9.6 1.08 

 
（二）加水與翻堆之影響 

  送風式堆肥槽，空氣由槽底往上吹，使有機物進行有氧醱酵。但由於槽底
風量較大，容易缺水，造成物質膠結及分解不完全。而氣相梯度效應，亦使局
部地區仍為嫌氣醱酵。因此堆肥化過程是否需要翻堆與加水，值得加以探討。 
  有機物質經七次翻堆與加水處理後，醱酵溫度變化情形，如圖 6 所示，顯
示每次翻堆後，溫度均略微上揚，維持數日後繼續下滑，若與不翻堆不加水處
理比較(圖 5)，可顯著縮短中高溫期醱酵時間。另外，表 7 資料顯示，翻堆次數
愈多，氧化作用旺盛，NO3-N(硝態氮)含量愈高，而 TN(總氮)、TIN(無機態氮)、
NH4-N(銨態氮)、OC(有機碳)含量愈低。若以氮素養分觀點來看，過多的翻堆造
成氮素礦化與脫氮作用增強，將使氮素損耗，因此降低翻堆次數，可兼顧醱酵
反應及養分含量。另外，育苗檢定結果，如表 8 所示，顯示翻堆次數愈多，養
分含量愈低，與泥炭苔混合的最適比例為 1:1~2，反之，不翻堆不加水時，肥效
較高，最適當的混合比例為 1:3~4，由此再次證明翻堆次數多寡影響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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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送風、加水、翻堆對醱酵溫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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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ffects of turning time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composting process. 

表7. 翻堆次數對堆肥養分含量之影響 
Table 7. Effects of turn over on nutrient content of composts. 

 
NO. Turn over 

O.C 
(%) 

TKN 
(%) 

C/N NH４-N 
(ug/g) 

NO３-N 
(ug/g) 

0 47.9 1.63 29 1223  62 
1 47.6 1.24 38 1054 123 
7 43.0 1.13 38   43 336 

OC:Organic Carbon 
TKN:Total Kjeldahl Nitrogen 
 

表8. 堆肥翻堆次數對洋香瓜苗株地上部鮮重之影響 
Table 8. Effects of turn over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ting on fresh 
       weight of curcubit seedlings (g/plant). 
Turn over           mixed ratio of compost and peat-moss(w/w) 

NO. pure 1:1 1:2 1:3 1:4 1:5 
0 0.92 2.69 4.13 5.76 4.45 3.85 
1 1.24 3.45 4.75 5.61 3.91 3.49 
7 1.70 4.98 5.09 4.05 3.34 3.20 

 
(三)不同氮源之影響 

    供試氮源材料有魚粉及新鮮蝦殼等二種，二者均富含極易分解的蛋白質與
碳水化合物，很容易醱酵，1~2 天之內溫度可上升至 650C 以上，如圖 7 所示，
其中新鮮蝦殼溫度上升較快，但維持的時間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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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肥氮素含量多寡，顯著影響田間肥效及施用量，因此，堆肥化過程中氮
素含量變化應加以重視。有機氮的礦化作用，主要有銨化及硝化作用，而氮的
損失有脫氮及氨揮發等作用，因而調製堆肥的原則是增加氮的礦化並減少氮的
損失。二種供試氮源醱酵前後理化性質的變化，如表 9 所示，顯示魚粕堆肥 TN、
NH4-N、TP(總磷)、TK(總鉀)、EC(導電度)含量均高於蝦殼堆肥，而 NO3-N、
pH 含量卻低於蝦殼堆肥。 

    魚粕堆肥氮素含量很高，適用於田間堆肥，若調製為育苗介質，很容易產
生毒害作用，如表 10 所示，與泥炭苔最佳混合比例為 1:5，反之，蝦殼堆肥無
機氮含量低，適合於調製成育苗介質，用量穩定性佳，不易發生毒害，且育苗
效果良好，與泥炭苔最佳混合比例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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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不同氮源對堆肥化溫度之影響 
Fig. 7. Effects of organic N sources o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ting. 
 

表9. 蝦殼、魚粕材料與堆肥產品成分分析 
Table 9. Properties of the raw materials and composts, on w/w basis. 
 
  Tre. 

   C 
  (%) 

   N 
  (%) 

   P 
  (%) 

   K 
  (%) 

  H2O 
  (%) 

  pH 
 (1:5) 

  EC 
 (1:5) 

 NH4-N 
 (ug/g) 

 NO3-N 
 (ug/g)_ 

 -----------------raw materials----------------     
  SH 29 4.6 0.83 0.63 78     
  FS 45 7.8 0.86 0.83 10     
 ---------------------------------------composts---------------------------------------- 
  SH  1.42 0.80 0.54 48 7.93 5.69     84 406 
  FS  2.82 0.91 0.80 32 6.37 9.17   229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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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Fresh shrimp-shell. 
*FS:Fish-scrap powder. 
 

表10. 不同氮源堆肥調製成育苗介質對洋香瓜苗株地上部鮮重之影響 
Table 10. Effects of composts on fresh weight of curcubit seedlings 
           (40 days after sowing). 
                                Ratio of comost and peat-moss 
  Composts Pure 1:1 1:3 1:5 
  ---------------------------------(g/p)----------------------------- 
     SH 6.34 11.99 19.97 14.79 
     FS 0.02  2.41 15.81 16.73 
Pure peat-moss：6.22(g/p). 
*SH:Fresh shrimp-shell. 
*FS:Fish-scrap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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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ting and Utilization of Organic Wastes1 
III.  The Effect of Operation System on Composting Process 

 
Yuong-how Tsai2 

 

Abstract 
 
    The composting process is affected by these factors such as microbes, raw 
materials, and operation system (tank size, air supply, water maintenance, etc.). All of 
these factors combined will result to various composts with different quality. 
    The aim of these studies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operation system on 
compost quality.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was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k size 
and temperature induced. Small plastic tank could not maintained the heat produced 
during composting to perform themo-fermentation, however the heat in large tank 
often exceeds 700C that was too high for the growth of thermo-fungi. The height of 
container had better not higher than two meters. The air supply of 0.02vvm was 
helpful for aerobic fermentation in tank with blowing facilities. Intensive air supply 
induced the composting material stuck together and resulted to bad compost quality. 
The sticking property could be reduced by increasing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composting material and overturning the composting material with shovel 2~5 times 
during the composting process. Nutrient, especially N, lost significantly when the 
turning operation was conducted too many times.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compost quality, although it is apparent to increase temperature with 
inoculating microbes to the composting materials. Compost with shrimp was suitable 
for the seedling growing media owing to the low nutrient content and more complete 
fermentation, however compost with fish powder was suitable for field crop because 
of high nutrient content, especially N.  
 
Key word: Organic wastes, Composting, Operation system, Ai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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