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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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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绿化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技

术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城镇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1.0.3 城镇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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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化废弃物 green waste

绿化植物在生长或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枝干、根茎、落叶、草屑及其他植物性废弃物。

2.0.2 堆肥 compost

绿化废弃物经过预处理，在一定温度、湿度、碳氮比和通风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发酵腐

熟，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的过程。

2.0.3 覆盖物 mulch

以绿化废弃物为原料直接覆盖或经初步加工后覆盖于土壤表面，具有保温、保水、防止

土壤板结或美化等功能的均匀碎块或颗粒物质。

2.0.4 食用菌栽培基质 cultivar substrate

食用菌栽培过程中，为食用菌生长繁殖提供营养的物质。

2.0.5 种木 wood-pieces

采用一定形状和大小的树枝培养的纯培养物，也称种枝。

2.0.6 固体基质 solid medium

以富含木质纤维素或淀粉类天然物质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的有机氮源和无机盐类，具

有一定水分含量的培养基。

2.0.7 生物质颗粒燃料 biomass particulate fuel

由绿化废弃物经过加工产生的块状环保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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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遵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原则。

3.0.2 绿化废弃物收集场地宜纳入城镇绿地系统规划。

3.0.3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0.4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应采取措施确保绿化废弃物不受有害物质污染。

3.0.5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宜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3.0.6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单位应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根据作业环境配备消防器材与设

施，并符合现行国家消防安全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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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与运输

4.1 收集

4.1.1 绿化废弃物应按照枝干、根茎、落叶、草屑及其他植物性废弃物等进行分类收集，并

不得与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等混合收集。

4.1.2 建立绿化废弃物收集制度，做到定点、定期收集。

4.1.3 绿化废弃物应根据收集点的分布情况和运输条件就近收集。

4.1.4 受病菌、虫卵等危害的绿化废弃物应分开收集。

4.2 运输

4.2.1 收集的绿化废弃物应分类运输。

4.2.2 体积过大不便于直接装载运输的绿化废弃物在运输前宜整理修剪或粗破碎。

4.2.3 收集的绿化废弃物应及时运往处置场（厂）。

4.2.4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抛撒和滴漏等措施，宜采用密封式车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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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理与利用

5.1 一般规定

5.1.1 绿化废弃物处理与利用可采用堆肥、覆盖、食用菌栽培基质制作和生物质颗粒燃料生

产等方式。

5.1.2 处置场（厂）布局应符合绿化废弃物处理与利用工艺流程的要求。

5.1.3 应根据不同的处理与利用方式选择相应的技术工艺。

5.2 堆肥

5.2.1 堆肥应采用下列工艺流程：

5.2.2 绿化废弃物粉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树叶、草屑和花等易降解的废弃物可直接堆肥；

2 树木枝桠等难降解的废弃物应经粉碎处理，粉碎后粒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粒径不应大于 3cm，且粒径小于 2cm的应占总量的 75%以上；

2） 当需要快速堆肥时，粒径宜小于 1cm。

5.2.3 混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水量应控制在 40%～65%；

2 碳氮比应调节在 25:1～35:1；

3 酸碱度（pH值）宜为中性。

5.2.4 混匀的堆肥物料起堆时，堆体大小应根据发酵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露天堆置的堆肥高度宜为 2m～3m，可在堆体内放置增氧通气管道；

2 当室内堆置时可适当降低堆肥高度；

3 当采用槽式堆肥时，堆肥高度宜大于 0.65m。

5.2.5 堆肥温度保持 55℃～60℃的累计天数不应少于 14d，应根据堆肥不同时期的要求及堆

体温度变化及时进行翻堆，翻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升温期时，堆体温度达到 55℃～60℃时，应翻堆一次；

2 高温期（60℃～65℃），每 3d～5d翻堆一次；

3 降温期时（＜55℃）时，每 7d～12d翻堆一次；

粉碎 混料 起堆 翻堆 产物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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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堆体温度超过70℃时应及时翻堆；

5 细粒径（<1cm）快速堆肥或槽式堆肥，可每天翻堆一次；

6 宜使用微生物菌剂加快堆肥腐熟；

7 应根据堆肥物料含水量情况进行补水，含水量应维持在40%～65%。

5.2.6 堆肥产物后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细粒径的腐熟堆肥产物不必筛分，可直接作为堆肥产品；粗粒径的腐熟堆肥产物应进

行筛分，粒径小于 3cm部分可作为堆肥产品，粒径大于 3cm部分应经过二次粉碎或继续堆

肥后再利用；

2 堆肥产品可根据不同土壤条件和种植要求，直接使用或与土壤混合后使用；

3 堆肥产品可直接用作绿化有机基质；无机氮肥、畜禽粪便等添加量高的堆肥产品可直

接作为有机肥；

4 绿化用有机基质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及技术规

程》GB/T 31755和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LY/T 1970的有关规定；

5 有机肥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有机肥料》NY 525和《生物有机肥》NY 884

的有关规定；

6 堆肥产品合格后进行计量、装袋包装。

5.3 覆盖

5.3.1 覆盖分为直接覆盖和加工后覆盖。

5.3.2 直接覆盖的覆盖物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明显病虫害的落叶；

2 当用于植株防冻时，宜采用较为松散的松针等；

3 草坪修剪物不得直接作为覆盖物。

5.3.3 加工后覆盖应采用下列工艺流程：

5.3.4 加工后覆盖的覆盖物原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叶片少，直径大于 2cm的枝条；

2 不易降解的绿化废弃物;

3 严禁选用有病虫害或受污染的绿化废弃物。

覆盖物原料选择 原料加工 覆盖物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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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加工后覆盖的覆盖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粒状覆盖物粒径宜为 2cm～5cm；

2 片状覆盖物长度宜为 3cm～8cm，厚度宜为 0.5cm～10cm。

5.3.6 加工后覆盖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覆盖厚度在 2cm～10cm之间，以 5cm～10cm为宜；

2 气候干旱地区可适当增加覆盖厚度，雨水丰富地区可适当降低覆盖厚度；

3 地势低洼、土壤粘重地带，适当降低覆盖厚度；易风蚀、径流或水分蒸发地带宜增加

覆盖厚度；

4 覆盖物粒径越大则覆盖厚度相应增加，小粒径覆盖厚度相应降低；

5 新移植小苗的覆盖厚度宜薄，且可随生长状况渐增覆盖厚度。

5.3.7 覆盖的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种植植物在种植后可直接覆盖；

2 已种植较长时间的植物，最佳覆盖季节是每年的春末；

3 在雨后或浇透水之后铺放覆盖物；

4 先将原有的杂草清除干净后再铺放覆盖物；

5 冬季应在初冬土壤刚刚上冻但气温还未到最冷的时候铺放覆盖物，同时要防止害虫趁

机在覆盖物中越冬，早春时，应将覆盖物及时清除。

5.3.8 覆盖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和建筑物基础直接接触，离开建筑物基础距离为 15cm～30cm，其中木质结构建

筑距离应控制在 2m以上；

2 裸地、步道或小径等非植物种植区或植物稀少地区可全覆盖或根据需要覆盖；

3 覆盖层应距离大乔灌木树干 5cm～7cm，透水通气差时距离应为 15cm～30cm，新栽

树木应以其 1倍～3倍树穴直径距离的环状区域作为覆盖区，成型树木覆盖范围宜为树木垂

直投影区域；

4 中、小灌木或多年生花卉可全覆盖或根据需要覆盖，但覆盖厚度不宜过厚，在覆盖过

程中，应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翻动或去除等措施避免湿度过大或氧气耗损。

5.3.9 覆盖后应定期检查覆盖物在地表腐烂情况，及时补充覆盖物。

5.3.10 当景观效果有需要时，可将覆盖物喷涂无毒害的颜料。

5.4 食用菌栽培基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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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食用菌栽培基质制作分为种木和固体基质制作两种。

5.4.2 种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适于菌菇生长发育的树种；

2 树皮完整无损、无脱落；

3 树龄宜为 15年～30年；

4 直径宜为 5cm～20cm。

5 应自然风干，风干时间应根据树木含水量确定，当种木断面出现裂纹，含水量为 40%～

45%时，方可接种。

5.4.3 固体基质的原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择阔叶树木屑、自然堆积六个月以上的针叶树木木屑和草本植物等；

2 原料应保持洁净、干燥、无虫、无螨、无霉变、无腐烂、无污染、无异味。

5.4.4 固体基质制备应包括拌料、装袋和灭菌等工艺流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菌种种类不同，拌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每种菇对营养的需求特点，合理搭配碳素营养和氮素营养，做到碳素和氮素

营养平衡；

2） 对于通气性较差的拌料，适当添加透气性较好的原料。

3） 制备用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有关规定；

4） 化学添加剂和化学药剂的使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食用菌栽培基质

安全技术要求》NY 5099和《食用菌生产技术规范》NY/T 2375的有关规定。

5 拌料完成后应在 6h内完成装袋，装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低压高密度聚乙烯和聚丙烯塑料袋；

2） 分装松紧度应适宜，使用适宜的搬运容器，整框装运。

6 灭菌宜采用常压灭菌；拌料到灭菌宜在 8h之内完成。

7 灭菌完成后的料袋要整框出锅、搬运，并进行灭菌效果检查，灭菌后的基质应达到无

菌效果；灭菌完成后应进行自然冷却。

5.5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

5.5.1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应采用下列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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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原料预处理应包括筛分、粉碎、干燥和旋风分离等工艺流程，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分拣出较大的木块等杂物；

2 原料应进行粉碎，粉碎后的粒径应小于5mm；

3 粉碎后的原料应通过热风进行干燥；

4 应通过旋风分离器分离原料及其混入的杂质和液滴，排走原料湿气。

5.5.3 物料输送应选用相应的传送设备，物料应连续、稳定地输送至生物质颗粒挤压成型设

备。

5.5.4 制粒时应根据原料特性及含水率情况，适当添加水分进行调湿，满足固体成型要求。

5.5.5 成型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应输送至相应的设备进行冷却、筛分和旋风分离，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冷却后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温度应符合包装、贮存的条件；

2 生物质颗粒燃料冷却后应筛分出碎料，确保生物质颗粒燃料的质量，生物质颗粒燃料

的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条件》NYT 1878的有关规定；

3 冷却筛分后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应经过旋风分离对成型燃料和湿气进行分离。

5.5.6 成品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品的含水率应小于10%；

2 对成品进行计量，应使用机器进行包装；

3 包装应标明名称、型号规格、厂名、厂址、净含量、生产时间、保质期、存储要求；

包装规格应符合用户要求。

物料输送原料预处理

冷却成品包装

制粒 颗粒输送

筛分旋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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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与安全管理

6.1 环境

6.1.1 处置场（厂）应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6.1.2 处置场（厂）应有降噪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噪声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 2.2的规定；

2 当处置场（厂）附近有居民区时，处置场（厂）噪声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3 处置场（厂）周围宜建林带屏蔽噪声。

6.1.3 处置场（厂）粉尘和有害气体的允许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GBZ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的有关规定。

6.1.4 处置场（厂）区内应采取灭蝇措施，并应设置蝇类密度监测点。

6.1.5 处置场（厂）区环境卫生应整洁，无污染、污水积存等脏乱现象。每天作业完毕后，

应及时清扫厂（场）区内遗撒垃圾。

6.1.6 处置场（厂）区恶臭污染物允许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的规定；发酵设施应设有脱臭装置；处置场（厂）内、外大气臭级不得超过 3级。

6.1.7 渗沥水和污水排放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有关规

定；发酵设施必须有收集渗沥水的装置；渗沥水不应直排，应在收集后和作业区冲洗污水一

起进入补水蓄水池，作为物料调节用水。

6.1.8 处理设施设备应具备防雨、除尘、除臭、防渗和通风等措施；对于易腐蚀的金属构件

及设备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6.2 安全管理

6.2.1 应制定生产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生产安全操作规程。

6.2.2 应采取措施，保障员工职业安全与卫生。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过

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的有关规定。

6.2.3 应建立发生火灾、机械设备伤人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

6.2.4 作业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技能，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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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应为作业人员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应按规定使用安全防

护及劳保用品。

6.2.6 应定期检查消防器材等设施设备，并保持其完好。

6.2.7 应在处置场（厂）明显位置设置禁烟、防火和限速等标志。

6.2.8 处置场（厂）内及车辆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

规程》GB 4387的有关规定。

6.2.9 应定期对处置场（厂）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记录存档。



12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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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是制定本规程的目的和意义。随着城镇绿化发展和绿地的快速增加，与之相伴的

绿化废弃物也急剧增加。其中主要是落叶、树枝和枯木等有机成分，体积大、储存和运输困

难，长期堆放又极易腐变发臭。浙江省城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十分有限，城市发展不能以

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国家也明文规定绿化废弃物不可就地焚烧，不可作为垃圾填埋，

城镇绿化的发展必须把生态建设、环境建设与资源利用链接起来，才能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多数城镇绿化废弃物只做堆弃、填埋和焚烧处理，还停留在简单的层面上，利用率

偏低，只有少数城市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随着城市发展对环境要求的提

高，寻求城镇绿化废弃物的处理与利用方式势在必行，城镇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俨然已

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城镇绿化废弃物种类繁多，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处置，

才能采取合适的途径进行回收利用。

绿化废弃物并不都是无用的，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勇于探索，城镇绿化废弃物里同样蕴

藏着无限价值，开发利用的前景非常广阔。对绿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不仅是

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需要，而且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造福社会，

造福地球。

1.0.3 城镇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领域较大，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技术规程》GB/T 31755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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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堆肥是实现城镇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不仅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推动园林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和营造节约型园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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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相关绿化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规范绿

化废弃物的收集与运输、处理与利用，从而形成完整的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

3.0.2 城镇绿地建设和绿化废弃物收集场地应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

用。

3.0.3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生产活动污染物应达标排放，生产活动污染物指渗滤

液、臭气等废水、废气和废渣。

3.0.4 绿化植物废弃物在收集与运输、处理与利用过程中应避免重金属或油污等污染。绿

化植物废弃物严禁混入下列物质：

1 有毒工业制品及其残弃物；

2 有毒试剂和药品；

3 有化学反应并产生有害物质的物品；

4 有腐蚀性或放射性的物质；

5 易燃、易爆等危险品；

6 医疗垃圾；

7 其它严重污染环境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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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与运输

4.1 收集

4.1.1 绿化废弃物在收集场地应按照类别、枝条粗细和用途不同进行简单分类，条状材料绑

扎成捆，碎片材料包装成袋，堆高应为 2m～3m，包装宜使用可再生材料。

收集的绿化废弃物需将非植物材料分捡剔除，包括混入的土、石块、铁丝、铁钉和花盆

等园艺装饰用材料、塑料制品以及污染物等。

4.1.2 绿化废弃物分类收集前应做好人员、作业车辆、场地和设备等的准备工作，收集前应

制定收集计划和工序，预测本地区内植物生长周期及台风等特殊情况对收集的影响，充分考

虑收集的季节性。

定期收集的周期应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养护计划、修剪操作特点和自然条件等情况确定。

4.1.3 绿化废弃物收集可设置移动收集点和固定收集点；也可建立集中收集的中转站。收集

点和运输路线的布局规划应坚持就近和高效的原则，结合绿化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场地条件

等，提升绿化废弃物的收集能力。

4.1.4 受病菌或虫卵等危害的绿化废弃物在处理与利用前应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4.2 运输

4.2.1 分类运输是指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分类不分车或分类并分车两种运输方式。

4.2.2 绿化废弃物体积过大时，不仅不便于装载运输，还会增加车辆配置和运输成本，在运

输前宜整理修剪或粗破碎。

4.2.3 收集的绿化废弃物应及时运往处置场（厂），防止其腐烂变质。

4.2.4 当采用非密封式货车时，废弃物应加遮盖物，装载高度不应超过车辆槽帮上沿，且应

遮盖严实。车辆行驶应避开交通高峰期，按照计划路线行驶，或服从调度，不得超载、超高、

超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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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理与利用

5.1 一般规定

5.1.1 城镇绿化废弃物其他利用方式包括木材原料加工，利用产生的热能进行直燃发电，利

用茎、根、叶进行艺术小品创作等。

1 绿化废弃物中枝条和树叶占 90%的比例，其他约占 10%。对于枝条和树叶，宜选用

直燃发电处理。直燃发电是将固态农林废弃物经破碎装置破碎后，送入生物质锅炉直接燃烧，

使生物质化能转化为蒸汽的热能，蒸汽的热能又通过汽轮发电机组转变为电能。直燃发电处

理方式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燃烧技术和设备应成熟、可靠，并与所处理的绿化废弃物相匹配；

2） 控制投资规模，尽可能利用好现有发电设备和资源；

3） 直燃发电系统的蒸汽参数应达到高温高压及以上等级，确保较好的能源转化率；

4） 经济性满足市场化运作的要求。

2 为了倡导低碳环保的理念，以及锻炼参与者的动手能力及自然观察能力，充分利用绿

化废弃物的树桩等进行艺术小品创作。艺术小品创作主要包括下列类别：

1） 利用竹区疏伐掉的竹子来制作笔筒、烟灰缸、高跷、竹筒饭、标示牌等；

2） 利用修剪下来的树枝进行彩绘，搭建鸟窝、制作装饰品等；

3） 用废弃原木修建篱笆、制作冰箱贴及装饰品等。

5.1.2 本条规定了处置场（厂）地布局应符合绿化废弃物处理与利用工艺流程的要求。处置

场（厂）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处置场（厂）规模应根据特定区域范围内绿化废弃物的产生量、收集与运输量及处理

与利用量的动态平衡关系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远离生活区或景区且交通便利，运输距离合理；

2） 建于地势较高且不易淹水的地方；所在地的地下水位应低于 0.6m；距离饮用水

或地表水源 500m以上；

3） 具备有效的排水系统或有利于泻水的斜坡；

4） 在机场附近 3km范围内不宜设处置场（厂）；

5） 没有经过铺设的处置场（厂），应确保土壤具有足够的透水能力，以保证不会造

成土壤泥泞同时也能满足机械操作；

6） 处置场（厂）宜建成硬质地面并有挡雨的顶棚，有固定的建筑设施更佳；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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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关闭的填埋场遗址等已有设施。

2 处置场（厂）的功能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输车称重区应配置称重设施计量绿化废弃物的处置量；

2） 原料堆放区应设置在处置场（厂）的下风向；其大小应根据堆放体积和周转周期

确定，不宜小于 500m2；

3） 粉碎区与原料堆放区连成一体，应满足粉碎机械放置及粉碎后物料临时堆放的要

求；宜在粉碎机出料口设置密闭空间，并安装降低粉尘影响的喷淋装置；

4） 发酵区应建在处置场（厂）的下风口，宜采用联体大栅堆沤，也可利用水泥硬地

露天堆沤，宜建有发酵渗滤液收集系统；

5） 筛分区应配备筛分机械对堆肥产品进行粒径控制，并有空间场地满足筛分后堆肥

产品的堆放；

6） 产品加工区应连接筛分区，具备加工各种堆肥产品的生产线及临时堆放原材料和

产品的场地。

5.1.3 可根据绿化废弃物本身大小、粉碎粒径的需求或用途的不同，选择不同类型的粉碎机、

筛分机等加工用的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应采用质量合格的产品。用于堆肥宜选用细粒径的粉

碎机，用于覆盖宜选用切片机等粉碎成片状的机械。现场粉碎的操作工人应配戴专用防尘面

具；粉碎机出口处应有专门的防尘隔离装置。

5.2 堆肥

5.2.1 堆肥原料的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干物料和湿物料分别储存；

2 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原料渗透造成污染；

3 在高水分原料储存过程中应控制原料储存高度，减少储存时间，加入吸附性较强的干

物料减少养分损失。

5.2.2 粉碎处理前应对堆肥原料进行预处理，包括废弃物分拣、树枝裁剪等。

5.2.3 混料是指通过人工或机械设备将粉碎的绿化废弃物和其他堆肥所需的调理剂等混合

均匀。

当含水量不足时，可通过加水或加入含水量较高的新鲜叶片、草和树枝粉碎物等方式调

控；当碳氮比不符合规定时，可根据原料的不同来源，每立方米添加尿素等无机氮肥 0.5kg～

2.0kg来调控。若含鲜叶嫩草比例高，可减少氮肥用量；若含枝条或老叶比例高，应增加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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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用量，也可添加体积比在 5%～80%的畜禽粪便等含氮丰富的有机物料调节碳氮比。

5.2.4 堆肥可分为垛式堆肥、槽式堆肥、静态通气堆肥和容器堆肥等方式。

垛式堆肥是指通过定期对条垛进行翻堆实现供氧；槽式堆肥是指搅拌机器沿着堆肥槽

往复运动搅拌给堆体供氧；静态通气堆肥是指在堆体底部或中间安装带空隙的管道，通过与

管道相连的风机运行实现供氧；容器堆肥是指在专用的设备（容器）中进行堆肥，供氧方式

与静态通气堆肥相似，目前国内外有多种商品化的堆肥产品，如各种堆肥箱（仓）和生物发

酵塔等。

5.2.5 宜将堆肥表层压实后经过一个后腐熟阶段，发现“烧心”现象，需再翻堆腐熟。当温

度稳定在 400℃以下可视为充分腐熟。后期腐熟若需要进一步提高堆肥产物的腐熟度，可将

堆体移出堆肥场地继续堆置 30d～60d，中间翻堆 1次～2次。

翻堆时宜使用微生物菌剂加快堆肥腐熟。在第一次翻堆时均匀添加1.5 kg/m³～2.5 kg/m³

微生物菌剂；第二次翻堆时，可再添加1.0 kg/m³～1.5 kg/m³微生物菌剂。微生物菌剂质量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用微生物菌剂》GB 20287 表2的有关规定，使用方法应参照产品说

明书。

5.2.6 绿化用有机基质具有固定植物、保水保肥、透气良好、性质稳定、无毒、质地轻、离

子交换量高、有适宜的碳氮比、pH值易于调节等特点，适合绿化植物生长。按绿化用有机

基质在绿化上的不同用途，分为三种类型：作为土壤改良剂用的改良基质；扦插或育苗用基

质；在盆栽、花坛、屋顶、绿地或林地栽培绿化植物所用的栽培基质。用于不同绿化用途的

有机基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用有机基质》LY/T 1970表 1的有关规定。

用作有机肥应另外添加的养分应符合《有机肥料》NY 525和《生物有机肥》NY 884的

有关规定。

堆肥产品合格后进行计量、装袋包装时，包装应牢固、袋口密封，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GB 8569的有关规定；包装袋应避免对环境污染，宜采用易降解或可

回收再利用的包装袋；堆肥产品标识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

18382的有关规定外，包装袋上还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净体积、规范号、保质期、企业

名称、生产日期、厂址和养分总含量。添加特殊材料的堆肥产品还应标明所添加材料的名称、

含量、使用方法和作用机理。

5.3 覆盖

5.3.2 本条对直接覆盖的原材料选择进行了规定。落叶不分大小可直接覆盖，为防止被风吹



23

散，应有适当的抗风蚀措施；草坪修剪物中新鲜叶片较多，易分解腐烂，应在修剪物干了之

后再覆盖，避免湿粘的草附着在一起形成较大层块，且不宜直接覆盖草坪，以防病菌扩散，

可用于其他类型绿地的覆盖。

5.3.5 后覆盖的原料加工后，应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不同大小的覆盖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斜坡、易风蚀或径流地带宜用大粒径大于 2cm的覆盖物；

2 用于增肥保水的需要，宜用小粒径小于 2cm覆盖物；

3 在覆盖层次结构控制上，下层（2cm～5cm）宜用小粒径小于 2cm 的覆盖物，上层

（5cm～8cm）宜用大粒径大于 2cm的覆盖物；

4 做景观小径铺设粒径宜为 5cm～8cm。

用于植物生境的覆盖，宜先堆肥处理，消除病原菌，抑制毒性物质和杂草种子；若粉碎

覆盖，应就地或原树覆盖，避免虫害的交叉传播；直接粉碎的材料在覆盖前宜先进行混氮肥

处理，避免土壤氮缺失。

5.3.7 为保持土壤湿润，应在雨后或浇透水之后铺放覆盖物；为防止杂草的覆盖，应先将原

有的杂草清除干净后再铺放覆盖物；在冬季为了保护植物的根系，应在初冬土壤刚刚上冻但

气温还未到最冷的时候铺放覆盖物，同时要防止害虫趁机在覆盖物中越冬；早春时，应将覆

盖物及时清除，利于土壤回暖。

5.4 食用菌栽培基质制作

5.4.1 绿化废弃物技术处理后可制成食用菌栽培基质，而食用菌栽培基质全部出菌后的废料

又含有大量营养元素，又可作为堆肥的原料。因此，这种利用方式具有广泛的生产应用前景，

可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5.4.2 适于菌菇生长发育的树种很多，有粟树、柞树、槲树、桦树、胡桃楸、千金榆和生赤

杨等，应选择木质坚实，营养丰言，树皮较厚、不易脱落，边材多、心材少、木质素含量高，

耐腐朽，树汁无毒、无异味的种木。

没有树皮的种木菌丝很难定植，也很难形成原基和菇蕾，因此在搬运过程中，必须保持

树皮完整无损不脱落。

当椴木含水量为 40%～45%时接种，最适于菌丝生长发育。含水量大小可根据种木横断

面的裂纹来判断，当细裂纹达椴木直径的 2/3时，就达到了适合接种的含水量，此时可将种

木截成 1m左右的木段，木段长短要一致，便于堆放和架立操作。

5.4.3 食用菌属于异养大型真菌，其生长发育所需全部营养物质来自培养料。为此，原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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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及营养多少，直接影响到培养料的生物学效率。

主料是组成栽培基质的主要原料，是培养基中占数量比重大的碳素营养物质，如木屑

等。 辅料在栽培基质组成中配量较少、含氮量较高，是用来调节培养基质的 C/N比的物质，

如糠、麸、饼肥、禽畜粪、大豆粉、玉米粉等。

木屑是仅次于棉籽皮的优质培养料，宜选择阔叶树木屑和自然堆积六个月以上的针叶树

种的木屑。颗粒状的粗木屑优于细木屑；硬杂木屑优于软杂木屑；针叶树旧木屑优于新木屑。

对于大多数食用菌来讲（灰树花除外），不管是针叶树还是阔叶树，旧木屑均优于新木屑。

阔叶树的旧木屑不是腐烂变质，霉变结块的木屑，而是指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存放时间较长

的木屑或旧木材所产生的木屑。针叶树的新木屑一定要经过处理才能用于生产。处理方法一

般是将针叶树新木屑在露天场地堆积半年以上，在此期间应不断向其喷水，使之风吹日晒自

然发酵，逐渐改善其物理及化学性状，使一些不利于菌丝生长的芳香性物质和树脂等得到分

解和挥发。

以木屑为主料栽培食用菌应添加一些辅料才能获得高产。例如麸皮添加量应在 10%以

上，玉米芯添加量应在 5%以上。辅料的添加量应根据当时的气温有所变动。主料为细木屑

时还应添加一些粗木屑或玉米芯以利透气。

原料使用前应在阳光下翻晒；对木屑等原料的堆制期有特殊要求的食用菌，应按照生产

实际进行处置。

5.4.4 培养料制备时含水量应适宜。培养料加水量应遵循菌种培养料少加水、夏天拌料少加

水、新料少加水、辅料添加量大时少加水和木屑为主料时少加水的原则。

培养料制备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工具应保持清洁，不应对栽培基质造成污染。

在食用菌上登记可使用的化学药剂应符合表 5-1的规定，食用菌栽培基质常用化学添加

剂种类、功效、用量和使用方法应符合表 5-2的规定。

表5-1 在食用菌上登记可使用的化学药剂

种类 防治对象 备注

二氯异氰尿酸钠 霉菌

按说明书的浓度、计量和方法使用咪鲜胺锰盐 双胞蘑菇褐腐病、白腐病和湿泡病

噻菌灵 霉菌

表5-2 食用菌栽培基质常用化学添加剂种类、功效、用量和使用方法

添加剂种类 使用方法和用量

尿素 补充氮源营养，0.1%～0.2%，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硫酸铵 补充氮源营养，0.1%～0.2%，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碳酸氢铵 补充氮源营养，0.2%～0.5%，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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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氨化钙(石灰氮) 补充氮源和钙素，0.2%～0.5%，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磷酸二氢钾 补充磷和钾，0.05%～0.2%，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磷酸氢二钾 补充磷和钾，0.05%～0.2%,，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石灰 补充钙素，1%～5%，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石膏 补充钙和硫，1%～2%，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碳酸钙 补充钙，0.5%～1%，均匀拌入栽培基质中

在夏季高温季节，培养料很容易酸败，使 PH值下降到 6.5以下，因此料拌匀后可马上

装袋。装袋时一定注意袋内料的松紧度要适中，装得太紧影响透气性发菌慢，装得太松易污

染杂菌。

灭菌是将料袋内的一切生物利用热能杀灭的一个过程。灭菌前应轻搬轻放；装好的菌袋

不可久置，应马上灭菌，以免培养料酸败。特别是在夏季更应注意灭菌结束，可停火使之自

然降温冷却。灭菌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并由具有相关资质人员操作，定期检修。

5.5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

5.5.1 生物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已成为世界重大热门课题之一，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与科学

家的关注。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开发研究计划，如日本的阳光计划、印度的绿色能源工程、

美国的能源农场等，其中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国外很多生物能源技术和

装置已经达到商业化应用程度，同其他生物质能源技术相比较，生物质颗粒燃料技术更容易

实现大规模生产和使用。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方便程度可与燃气、燃油等能源媲美。

与传统的燃料相比，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具有经济优势也具有环保效益，完全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生物质成型燃料主要有下列优点：

1 发热量大，发热量在 3900kcal/kg～4800kcal/kg，经炭化后的发热量高达 7000～8000

千卡/kg；

2 纯度高，不含其他不产生热量的杂物，其含炭量 75%～85%，灰份 3%～6%，含水

量 1～3%，不含煤矸石、石头等不发热反而耗热的杂质，直接降低成本；

3 不含硫磷，不腐蚀锅炉，可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

4 燃烧时不产生二氧化硫和五氧化二磷，不会导致酸雨产生，不污染大气，不污染环

境，具有环保效益；

5 燃烧后灰碴极少，极大地减少堆放煤碴的场地，降低出碴费用；

6 燃烧后的灰烬是品位极高的优质有机钾肥，可回收创利；

7 清洁卫生，投料方便，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地改善了劳动环境，减少了劳动

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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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形状为颗粒，压缩了体积，节省了储存空间，也便于运输，减少

了运输成本；

9 是可再生能源，响应中央号召，创造节约性社会。

5.5.2 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对原料的含水量有较严格的要求，原料经过筛分后，应使用仪器

设备等进行干燥。原料烘干后再传送的过程中，通过后有大量的湿气存在，应通过旋风分离

器将湿气排走。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过程中应选用机械性能好、安全可靠、体积小、便于运输和移动、

操作方便、自动化程度高、能耗低、污染少、使用寿命长、易于维修、的机械设备。

5.5.3 物料输送时可以采用螺旋输送机、绞龙输送机和提升机等输送设备。

5.5.6 从固体成型机刚出来的成型燃料温度为 75℃～85℃，这种状态宜破碎，不宜贮存。

冷却的任务是将加工成型后的高温燃料进行降温，通过冷却，带走燃料的热量和水分，使其

温度能够达到包装、贮存的条件。

成型后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经冷却后应使用旋风分离器对燃料和湿气进行分离。采用旋

风分离、脉冲除尘清除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粉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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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与安全管理

6.1 环境

6.1.1 处置场（厂）应有良好的通风条件，主要目的是防止有害气体超标，危害人身安全。

6.2 安全管理

6.2.1 绿化废弃物在收集与运输、处理与利用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原则，遵守安全技术规程和相关设备安全性要求的相关规定。设备设施的使用应符合安全标

准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

6.2.2 绿化废弃物在收集与运输、处理与利用中应高度重视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采取相应

措施，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设施应与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过程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施以保证生产过程安全、卫生为目标的现代化管理。发现、分析和消除生产过程中

的各种危险和有害因素；制定相应的安全、卫生标准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对各类人员进行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教育；防止发生事故和职业病，避免各种损失；

2 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卫生专职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和兼职管理人员。

6.2.4 应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培训，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岗位操作人员和维修

人员应经过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6.2.7 事故易发生地点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安装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的要求设置安

全标志，或在建（构）筑物及设备上涂安全色。在作业点的紧急通道和出入口，应设置醒目

的标志。设备和管线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涂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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