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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木屑及香菇太空廢包為堆肥資材，並以調配不同三種堆肥成

品，其結果如下：三種堆肥成品之碳含量均在 45%以上;氮含量 1.44%以上，而

類似於一般市售有機質肥料者。三種不同配方之堆肥化試驗顯示，有機物中碳

成分含量在堆肥化過程中均呈下降趨勢，氮成分百分率含量在堆肥化呈上升情

形，磷百分率成分含量則隨堆積日數增加而逐漸增加。有機堆肥 2 轉化率為

39.74％；有機堆肥 3 轉化率為 33.96％，顯然不同有機物配方在堆肥化中乾物

量之變化即有顯著之差異。各種處理所成之腐熟堆肥，六種重金屬之含量均低

於政府管理「混合有機質肥料」所訂之含量。施用堆肥後，蔬菜之株高及葉數，

均優於未施用堆肥之處理，所製成之有機肥可用於栽培蔬菜。有機肥 2與有機

肥 3 則對孔雀草花徑增大有助益；基肥宜施用有機肥而追肥施用速效性化學

肥，既可以調整土質、節省化肥成本、有效利用廢棄物，又可以充分供應植株

養分，避免肥傷產生。資源化方式以製造粒狀複合肥料最具經濟價值，其中製

造粒狀木屑有機肥料益本比約為 8.40%，製造粒狀香菇太空包有機肥料益本比

約為 9.17%，具有資源化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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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根據農業年報八十六年本省香菇太空包年栽培數量高達13,255萬包，年產乾香

菇2,775公噸，全年木屑太空廢包產出量亦高達53,020公噸，由於香菇木屑廢包數

量及體積均極為龐大，各鄉鎮地區之公用垃圾處理場均無法代為處理。由於香菇

太空包栽培農家對於所產出之廢包均直接棄置於山邊水溝或路旁，不但嚴重破壞

環境，甚至堵塞各地區灌排水溝，污染水源等嚴重環保問題，並引起環保機關之

嚴重關切。而宜蘭地區除了木材加工廠產生約4,500公噸/月殘材外，酒廠產生約

2,000公噸/月糟泥、香菇業者產生約20公噸/年之廢棄香菇太空包，若能以木屑或香

菇太空包與糟泥為主要資材搭配其它廢棄物與添加劑，製造有機肥料，除具有改

善地力與增加收成之優點外，且可達減廢之目的。故本研究乃將以木屑或香菇太

空包與糟泥為主要原料搭配含豐富氮與磷之廢棄物，再添加其它添加物，則可製

造複合有機肥料，此無毒性有機肥具有改善地力與增加收成之優點，且可達減廢

之目的。 

二、實驗材料與方法 

1. 堆肥製作技術 

本研究使用之有機材料包括有鋸木屑、廢棄香菇太空包及糟泥等多種，堆肥

前之配方主要依據鋸木屑、酒糟、海鳥糞等不同資材所含營養成份，估算調整堆

肥前堆積物之碳氮比至約為 30左右，並同時使其氮磷比亦維持約為 8左右；以高

速堆肥進行發酵處理，控制溫度：50至 75°C；水份含量：60%左右。，而其中碳

源部份均以木屑或廢棄香菇太空包及酒糟為主。堆肥試驗程序內容如下： 

原料 → 檢測 → 調配 → 堆肥化 →監測 →翻堆 → 檢測 

程序說明如下： 

(1)原料：主資材：木屑、槽泥、廢棄香菇太空包 

副資材：尿素與海鳥糞等 

(2)檢測： 



以了解主資材及副資材特性便於後續調配工作之進行，分析項目包括含水

率、pH、EC、總碳、總氮、磷、重金屬含量與有機質含量。 

(3)調配： 

主要為調配適當的營養源(即碳、氮與磷比例)及水份(約50∼60％)。依檢測

結果計算各物料的摻配比率，本研究依據之堆肥調配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各種堆肥資材與營養份調配比例。 

堆 肥 種 類 調整後營養份(%,乾基) 各資材比例 
有機堆肥1 
1.主資材：香菇太空包 
副資材：糟泥 

2.堆肥天數：24天 
3.C/N=22 
4.N/P=2 
5.H2O=70% 

N=1.26％ 
P=1.54％ 
K=12.05mg/kg 
Mg= 23mg/kg 
有機質=82.73％ 
 

香菇太空包：48% 
糟泥：32% 
熟堆肥：20% 
 

有機堆肥2 
1.主資材：香菇太空包 
副資材：糟泥 

2.堆肥天數：23天 
3.C/N=19 
4.N/P=2 
5.H2O=71% 

N=1.54％ 
P=1.2％ 
K=14.29mg/kg 
Mg=40.061mg/kg 
有機質=87.2％ 
 

香菇太空包：48% 
糟泥：32% 
熟堆肥：20% 
 

有機堆肥3 
1.主資材：香菇太空包 
副資材：糟泥 

2.堆肥天數：18天 
3.C/N=21 
4.N/P=2 
5.H2O=73% 

N=0.6％ 
P=1.66％ 
K=12mg/kg 
Mg=0.39mg/kg 
有機質=94.2％ 
 

香菇太空包：46% 
糟泥：31% 
熟堆肥：23% 
 

 

2.廢棄物與肥料性質之界定 

為確定所使用有機廢棄物之性質藉以掌握操作參數，與了解製成肥料之性質

藉以評估對農作物之有效性或危害性，可藉元素分析、性質測試及重金屬成份分

析等工作予以進行。各測試項目如下： 

(1) 元素分析：含 C、N、P、K。 

(2) 性質測試：含水份、pH、EC、有機質。 



(3) 重金屬成份分析：含Cu，Cr，Cd，Pb，Ni，Zn。 

 

3. 田間試驗參數 

(1)肥料種類：有機肥料、化學肥料 

(2)供試肥料：孔雀草 

(3)資材成份：香菇太空包、木屑、糟泥 

(4)營養份含量：分別有有機肥料 N=1.13%、N=1.61%、N=1.93%及商品有機肥料

N=7%、化學肥料 N=10%含量之肥料。 

(5)再現性測試：每一種含量之肥料分別再以三重複栽種之。 

三、結果與討論 

1. 有機堆肥試驗 

(1)資材成分分析 

 本研究以木屑、糟泥、香菇太空廢包、海鳥糞及菌種堆肥等資材進行堆

肥化處理，其成份分析如表 2所示，資材之 pH介於 3.57~9.30之間，其中尿

素 pH為 9.3最高，糟泥 pH為 3.6最低；有機質以木屑 97.2%為最高；菌種

堆肥、海鳥糞及香菇太空廢包磷含量分別為 3.7%、16.9%及 4.7％；氮含量則

以尿素 43.8%為最高，木屑 0.1%，菌種堆肥 2.7%，糟泥 2.1%，海鳥糞 0.1%，

香菇太空廢包 0.8％。 

(2)操作方式 

本研究先將各種資材進行物理與化學分析，以建立資材特性，經計算各

種配比之資材(如表 1)調配合適之含水率與有機質含量及各種營養鹽（如海鳥

糞以增加磷、尿素以增加氮），並混合成為含水率 60%。高速堆肥製造機，其

操作特性乃藉控溫器調整操作溫度，且藉調整轉速控制進風量，但需另行添

加高速醱酵菌，以增加分解速率。操作時間約歷時約 30天。 



表2 資材特性分析。 

分析項目  
木屑 尿素 堆肥 糟泥

海鳥

糞 

已植

種太

空包

未植種

太空包

太空包

廢材 

太空包

腐熟堆

肥 

PH 3.8 9.3 7.9 3.6 6.6 5.6 5.6 7.3 8.5 
EC(μs/cm) 9.3 8.1 22.7 24.5 3.5 24.0 23.9 24.0 23.0 
含水率(%) 15.7 ND 19.4 82.0 11.4 58.2 59.2 70.2 30.5 
有機質(%) 97.2 ND 38.4 70.3 ND 97.5 97.7 91.0 36.8 
磷含量(濕) ND ND 3.0 ND 15.0 0.3 0.4 1.4 1.5 
磷含量(乾) ND ND 3.7 ND 16.9 0.8 1.1 4.7 2.2 
 K(mg/kg) 5.9 1.00 7.4 38.9 2.3 26.0 22.5 37.6 21.7 
Mg(mg/kg) 1.4 0.3 39.7 200.0 33.9 52.6 48.9 140.9 22.3 
Ca(mg/kg) 12.7 ND 63.4 16.4 65.2 99.7 92.7 207.9 79.3 
Pb(mg/kg) ND 2.7 0.4 3.9 ND ND ND ND ND 
Zn(mg/kg) 6.5 0.9 7.9 4.0 7.3 0.1 6.2 1.5 2.4 
Ni(mg/kg) ND ND 0.1 1.8 0.3 1.7 4.8 3.9 2.0 

 Cd(mg/kg) ND ND 2.2 1.7 5.7 ND ND ND ND 
Cu(mg/kg) ND 0.3 0.2 0.16 0.5 ND ND ND ND 
Cr(mg/kg)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全碳分析(%) 56.4 ND 22.3 40.8 ND 56.5 56.1 52.8 36.8 
全氮分析(%) 0.1 43.8 2.7 2.1 0.1 0.5 0.5 0.8 2.3 

 

 (3)堆肥製造試驗 

    有機堆肥製造試驗(1)是以香菇太空廢包(佔 48%)添加糟泥(佔 32%)及熟堆肥

(佔 20%)等調整材，含水率調整至 70%左右後開始混合醱酵處理而成，呈褐色，氣

味尚好，處理 24天後含水率為 59.7%。至於 pH為 7.7，有機質 81.9%，氮 1.44%，

磷 1.66%，鉀 17.3 mg/Kg，鈣 113 mg/Kg，鎂 40 mg/Kg，鋅 4.95 mg/Kg，銅 0.1 mg/Kg，

鎳、鉻、鎘、鉛等則未偵測到(如表 3 )。 

    有機堆肥製造試驗(2)是以香菇太空廢包(佔 48%)為主要材料添加糟泥(佔 32 

%)、熟堆肥(佔 20%)等其他調整材，將含水率調至 71%左右開始混合醱酵處理 23

天而成，呈暗褐色，氣味尚好;重量減少 39.7%;含水率減至 16.8%; pH(7.4)， 尚好;



有機質(84.3%)，尚高，氮(3.4%)相當高;其他巨量元素和微量元素都大致正常;鎳、

鉻、鎘、鉛等容易造成不良影響之元素含量都很低(如表 4 )。 

    有機堆肥製造試驗(3)是以香菇太空廢包(佔 46%)為主要材料添加糟泥(31%)

佔、熟堆肥(佔 23%)等其他調整材，將含水率調至 73%左右開始混合醱酵處理 18

天而成，呈褐色，氣味尚好;重量減少 33.96%;含水率降至 40.2%;pH(7.5)，尚好;有

機質(88.6%)，尚高；氮(1.8%)，尚好;磷(2.0%)，尚好，鉀(11 mg/Kg)，稍低;其他

巨量元素和微量元素都正常;鎳、鉻、鎘、鉛等容易造成不良影響之元素含量都很

低，可成為很好之有機肥(表 5)。 

     

 

表 5有機堆肥製造試驗(1)。 
分

析

項

目 

溫度 pH EC 含水

率

(%) 

有機

質

(%) 

全碳

(%) 

磷 

(%)

氮

(%)

K 

(mg/

Kg)

Pb 

(mg/

Kg)

Ni 

(mg/

Kg)

Cd 

(mg/

Kg)

Cu 

(mg/

Kg)

Zn 

(mg/

Kg) 

Mg 

(mg/

Kg) 

Cr 

(mg/

Kg) 

Ca 

(mg/

Kg)

天
數 

                 

0 48 6.24 23 62.2 82.7 47.9 1.54 1.26 12.1 ND 1.2 ND 0.1 3.7 23 ND 75.2
1 48 5.19 23 60.8 83.2 48.3 － － 12.1 ND 0.9 ND 0.1 2.3 45 ND 78.1
2 41 5.2 27 60.0 83.3 48.3 － － 12.6 ND 1.2 ND 0.1 3.7 － ND 63.6
3 38 5.2 22 59.2 82.9 48.1 1.55 1.32 11.6 ND ND ND 0.1 2.9 20 ND 57.2
6 38 5.1 23 59.0 83.4 48.4 － － 10.4 ND ND ND 0.1 1.9 － ND 72.2
7 38 5.0 22 58.3 83.6 48.5 1.55 1.47 12.3 ND 1.6 ND 0.1 － 18 ND 71.6
8 38 5.0 22 57.6 83.4 48.4 － － 12.1 ND 1.9 ND 1.5 3.4 22 ND 80.1
9 38 5.0 22 57.5 83.4 48.4 － － － － － － － － － － －

11 38 5.1 22 58.7 83.5 48.4 1.55 1.4 － － － － － － － － －

13 39 5.6 22 58.3 83.2 48.2 － － － － － － － － － － －

14 38 6.3 22 58.2 83.8 48.2 1.56 1.38 16.7 ND 0.4 ND 0.1 4.77 40 ND 102
16 39 7.2 22 58.1 83.2 48.2 － － － － － － － － － － －

23 38 7.4 22 59.7 82.3 47.7 － － － － － － － － － － －

24 41 7.7 22 59.7 81.9 47.5 1.66 1.44 17.3 ND ND ND 0.1 4.95 40 ND 113
 



表 4 有機堆肥製造試驗(2)。 
分析
項目 

溫度 Ph EC 含水
率

(%) 

有機
質

(%) 

全碳
(%)

磷 
(%)

氮
(%)

K 
(mg/
Kg)

Pb 
(mg/
Kg)

Ni 
(mg/
Kg)

Cd 
(mg/
Kg)

Cu 
(mg/
Kg) 

Zn 
(mg/
Kg) 

Mg 
(mg/
Kg) 

Cr 
(mg
/Kg)

Ca 
(mg/
Kg)

天數                
0 28 6.2 22 70.1 87.2 50.6 1.5 1.2 14.3 0.03 1.7 ND 0.1 0.9 40.1 ND 106.8

1 28 5.5 23 69.3 87.4 50.7 － － 13.4 ND 0.2 ND 0.1 0.7 － ND 105.8

2 28 5.4 23 67.8 87.5 50.7 － － 12.7 ND 0.7 ND 0.1 0.8 － ND 79.4

3 28 5.3 22 66.8 82.9 48.1 1.5 1.4 13.1 ND 0.5 ND 0.1 1.7 42.2 ND 103.7

6 28 5.3 23 66.9 83.4 48.4 － － 13.6 ND ND ND 0.1 0.8 － ND 106.2

7 28 5.3 22 59.3 87.2 50.6 － 1.8 10.4 ND － ND 0.1 0.6 39.3 ND 118.8

8 28 5.4 22 56.5 86.8 50.4 － － － － － － － － － － －

9 28 5.7 23 53.8 86.3 50.0 － － － － － － － － － － －

11 28 7.3 22 51.4 86.1 49.9 － 2.3 － － － － － － － － －

13 29 7.9 23 41.7 84.9 49.2 － － － － － － － － － － －

14 28 8.1 23 37.9 83.8 48.6 1.8 3.0 9.6 ND ND ND 0.2 2.0 72.4 ND 87.3

16 28 7.9 22 32.3 82.8 48.0 － － － － － － － － － － －

21 28 7.5 22 20.3 84.8 49.2 － － － － － － － － － － －

23 28 7.4 22 16.8 84.3 48.9 1.9 3.4 6.0 ND ND ND 0.1 3.0 76.9 ND 73.5

表 5 有機堆肥製造試驗(3)。 

分析
項目 

溫度 PH EC 含水
率

(%) 

有機
質

(%) 

全碳
(%)

氮
(%)

磷 
(%)

K 
(mg/
Kg)

Pb 
(mg/
Kg)

Ni 
(mg/
Kg)

Cd 
(mg/
Kg)

Cu 
(mg/
Kg) 

Zn 
(mg/
Kg) 

Mg 
(mg/
Kg) 

Cr 
(mg/
Kg)

Ca 
(mg/
Kg)

天數                 
0 26 6.0 23.8 66.8 94.2 54.6 0.6 1.7 12 ND ND ND 0.1 1.4 0.4 ND 94.5

3 27 7.3 23.6 63.3 89.4 51.9 － － 13 ND ND ND 0.1 1.4 － ND 88.3

4 26 7.4 23.9 61.6 89.7 52.1 0.1 1.7 13 ND ND ND 0.1 1.6 0.4 ND 103.

5 27 7.6 24 59.9 85.9 51.9 － － 13 ND ND ND 0.1 － 0.4 ND －

6 27 7.7 23.9 60.5 89.3 51.8 － － 12 ND ND ND 0.1 1.5 0.4 ND 83.0

7 27 7.8 24.3 56.5 89.6 52 1.2 － 12 ND ND ND 0.1 1.7 － ND 83.7

8 26 8.0 24 57.6 88.5 51.3 － － 12 ND 1.2 ND 0.1 － 0.4 ND 104.

10 26 8.2 23.8 53.4 89.3 51.8 － － 11 ND ND ND 0.1 1.5 － ND 77.7

11 27 8.2 24.1 51.3 89 51.6 1.4 1.7 12 ND ND ND 0.1 1.5 0.4 ND 88.7

12 28 8.7 24.3 50.5 88.4 51.3 － － 12 ND 0.8 ND 0.1 1.7 0.3 ND 80.8

13 29 8.0 24.1 49.3 88.2 51.2 － － 12 ND ND ND 0.1 1.8 － ND 73.8

15 28 7.5 24.2 44.7 87.8 50.9 － － 12 ND ND ND 0.1 1.7 － ND 77.2

18 29 7.5 24.1 40.2 88.6 51.4 1.8 2.0 11 ND ND ND 0.1 1.5 0.35 ND 67.6



(4) 各處理堆肥之碳氮磷鉀成份分析 

為有效地提昇堆肥之效益，必須瞭解碳，氮、磷，鉀等成分在有機物堆肥化

過程中之變化，以能適當地提高堆肥中營養要素含量，或調整堆肥中營養要素含

量比例，配合作物對養分吸收率。六種堆肥成品之碳含量均在 45%以上;氮含量

1.44%以上，而類似於一般市售有機質肥料者，其中以有機堆肥 2 成品 3.4﹪為最

高；經由三種不同配方之堆肥化試驗顯示，有機物中碳成分含量在堆肥化過程中

均呈下降趨勢，氮成分百分率含量在堆肥化呈上升情形，磷百分率成分含量則隨

堆積日數增加而逐漸增加。由於在堆肥化中，有機物基質中所含碳水化合物成分

會迅速地被微生物作用而分解，全碳含量會呈下降情形，最後當堆肥充分腐熟時，

其組成分均呈現較穩定狀態。在經過不同堆肥天數使達到腐熟程度時，有機堆肥 1

配方之堆肥中氮及磷成分含量分別增加約 0.18%及 0.12%，碳成分含量則分別減少

約 0.45%；有機堆肥 2配方之堆肥中氮及磷成分含量分別增加約 2.11%及 0.44%，

碳成分含量則分別減少約 1.70%；有機堆肥 3配方之堆肥中氮及磷成分含量分別增

加約 1.23%及 0.33%，碳成分含量則分別減少約 3.23% ，如表 6所示。 

 

表 6 堆肥化前後碳、氮、磷成分百分率變化。 

堆肥種類 堆肥日數 C(%) N(%) P(%) 

1 0 47.98 1.26 1.54 
 24 47.53 1.44 1.66 
2 0 50.57 1.24 1.54 
 23 48.87 3.35 1.98 
3 0 54.63 0.55 1.66 
 16 51.40 1.78 1.99 

 

(5) 轉化率 

為瞭解資材在堆肥化中總量之變化情形，即由堆肥中資材之乾物重量換算，求

出其總量之變化。各種不同處理堆肥中堆積達腐熟程度後，有機堆肥 2 配方之堆

肥中總量較原始材料共計損失 24.67kg，轉化率為 39.74％，碳成分總量損失



79.2%；有機堆肥 3配方之堆肥中總量較原始材料共計損失 24.4kg，轉化率為 33.96

％，碳成分總量損失 65.6%；顯然不同有機物配方在堆肥化中氮、碳及乾物量之變

化即有顯著之差異。有機物在分解過程中，呈現有多種不同分解速率之情形，其

原因可能是有機物中含有不同的化合物組成所造成。Honeycutt,et al.(1993) 指出以

有機物中氮含量或 C/N 並不足以描述氮及碳之礦質化作用，而應由有機物所含纖

維素及木質素等有機組成分加以研究，顯然不同有機物配方在堆肥化中乾物量及

碳之變化即有顯著之差異。 

(6) 重金屬成份分析 

為避免堆肥成品含有過高的重金屬成分，造成土壤重金屬累積，而造成二次

污染，故需對各處理之腐熟堆肥進行重金屬成分分析。表 3~表 5顯示各種處理所
成之腐熟堆肥中，六種重金屬之含量均低於政府管理「混合有機質肥料」所訂之

含量。結果顯示農民若利用太空包廢渣混合工業廢棄物，如木屑及糟泥等材料，

依有機堆肥 1~有機堆肥 3之處理方法應可達到符合政府對「混合有機質肥料」之
管理品質標準。 

(7) 發芽率試驗 

 腐熟度判定方法甚為複雜，為其能在簡單設備下判定，本研究以發芽率進行

測試，以木屑、糟泥、香菇太空包廢包及腐熟堆肥為材料，進行腐熟度判定。發

芽率 100％表示堆肥腐熟度最完全，試驗結果顯示，堆肥第四天以後各處理之腐熟

堆肥其發芽率分為別為 92％、90％及 91％，各處理可視為已腐熟堆肥，對種子已

不產生危害。 

(8) 廢氣成份分析結果 

經廢氣分析儀 tecnotest model 481分析有機堆肥 3，堆肥機尾氣結果可知所

進行之堆肥反應屬於好氧反應，且碳源之消耗頗為明顯，如表 7 所示，由表可知

氧氣大致隨堆肥化時間之增長而增加，其數值約為 15.6%~16.5%之間，而二氧化

碳之數值約為 1.2%~2.0%之間，且其濃度隨時間增加而變小，顯示碳源之反應漸

趨穩定，又碳氫化合物與一氧化碳濃度均小於偵測極限(各為 1ppm 與 100ppm)，

顯示堆肥化反應屬於好氧反應。 



表 7  廢氣組成分析結果。 

項目 堆肥化 

第 8天 

堆肥化 

第 10天

堆肥化 

第 12天

堆肥化 

第 14天

堆肥化 

第 16天 

堆肥化 

第 18天

氧氣 15.6% 15.7% 15.8% 16.0% 16.2% 16.5% 

碳氫化合物 N.D N.D N.D N.D N.D N.D 

二氧化碳 2.0% 1.9% 1.8% 1.7% 1.5% 1.2% 

一氧化碳 N.D N.D N.D N.D N.D N.D 

註：ND表小於偵測極限，碳氫化合物之偵測極限為 1ppm，CO之偵測極限為

0.01%(100ppm) 

 

2.田間試驗結果 

本研究於農地栽種孔雀草，主要探討施肥狀況對蔬菜生長之影響，施肥狀況含

不施肥、施放有機肥與施放化學肥(百得牌)，每種蔬菜與每種施肥狀況皆栽種3畦，

以利重覆分析。 

觀察時間為播種後半個月至一個月，試驗結束後分別調查孔雀草葉長、葉寬、

葉數、花徑、花數、株高等。處理亦有六種，腐熟堆肥含氮量為 3.4%(有機肥 2)、

1.8%(有機肥 3)及 1.44%(有機肥 1)，其他分別為對照組(含氮量為 0%)、商品化有

機肥料(含氮量為 7%)、商品化化學肥料(含氮量為 10%)，孔雀草生長觀察與平均

值結果以鄧肯式多變量與變域方法分析(Duncans Multipe Range test)不同肥料對孔

雀草生長影響列於表 8 及表 9 所示，由表顯示不同肥料對葉長、葉寬、葉數影響

較明顯，其他項目較不顯著。若以花俓作比較，有機肥 2與有機肥 3有較大花俓，

由上述結果明顯得知，無論何種作物之對照組，不施肥者一定無法得到好的生長

與產量。這也更顯出肥料的選擇與合理的使用量之重要性。 



表8  各種處理對孔雀草園藝性狀之影響(第27天)。 
組別 對照組 有機肥1 有機肥2 有機肥3 商品有機肥 化學肥

料 
含N量 0% 1.44% 3.4% 1.8% 7% 10% 

第1小區葉長(cm)
第2小區葉長(cm)
第3小區葉長(cc) 

6.9 
6.0 
6.25 

5.9 
6.8 
6.2 

6.7 
6.8 
6.2 

5.7 
6.6 
8.4 

7.4 
9.0 
7.3 

6.6 
7.2 
6.8 

第1小區葉寬(cm)
第2小區葉寬(cm)
第3小區葉寬(cm)

4.4 
4.0 
4.3 

3.5 
4.5 
3.7 

4.2 
4.3 
4.1 

3.9 
3.6 
4.9 

4.7 
4.7 
4.6 

4.7 
4.9 
4.7 

第1小區葉數(cm)
第2小區葉數(cm)
第3小區葉數(cm)

145 
179 
171 

120 
195 
210 

215 
193 
182 

220 
240 
243 

254 
291 
184 

206 
211 
154 

第1小區花俓(cm)
第2小區花俓(cm)
第3小區花俓(cm)

5.2 
4.9 
4.6 

4.8 
4.5 
4.7 

4.2 
5.4 
5.1 

4.95 
4.7 
5.1 

4.5 
4.3 
4.8 

5.0 
5.2 
5.0 

第1小區花數(朵) 
第2小區花數(朵) 
第3小區花數(朵) 

10.0 
7.0 
8.5 

8.0 
10.0 
9.5 

7.0 
10.0 
9.0 

8.0 
9.5 
7.0 

10.0 
9.5 
6.5 

9.3 
7.5 
10.0 

第1小區株高(cm)
第1小區株高(cm)
第1小區株高(cm)

34.5 
32.0 
33.5 

30.5 
35.0 
33.0 

31.5 
34.0 
34.5 

33.5 
34.0 
32.5 

29.5 
31.0 
27.5 

31.3 
30.0 
33.5 

表 9 孔雀草植株田間試驗結果 

處理 株高(cm) 葉長(cm) 葉寬(cm) 葉數 花徑(cm) 花數

對照組(N=0%) 33.3a 6.4b 4.2ab 165c 4.9a 8.5a 

有機肥 3 (N=1.8%) 33.3a 6.9ab 4.1ab 234.3ab 4.9a 8.2a 

有機肥 2 (N=3.4%) 33.3a 6.6ab 4.2ab 196.8abc 4.9a 8.7a 

有機肥 1N=1.44%) 32.8a 6.3b 3.9b 175.2bc 4.7a 9.2a 

商品有機肥(N=7%) 29.3b 7.9a 4.7a 243a 4.5a 8.7a 

商品化學肥(N=10%) 31.6ab 6.9ab 4.7a 190.5abc 5.1a 8.9a 

*表中僅列出a或b時，表肥料對生長項目之影響不大，具差異在5%以內，但同時存

在ab時，表肥料對生長項目有影響。



3. 經濟效益分析 

(1)製造木屑有機肥料 

 設每噸肥料售價為6,500元，另糟泥處理費收入每噸為800元，經添加黏著劑（使

用量約佔成品量5﹪）與米糠（使用量約佔成品量8%）後，成品重增為8,136噸/年；

營養份購價每噸為5,000元、木屑與糟泥及成品運費每噸為500元、黏著劑每噸為8,000

元、米糠每噸為7,000元、，初期木屑收購價每噸為100元，若木屑：糟泥：返菌種與

養份＝50：20：30，則益本比＝8.40% 

(2) 製造粒狀香菇太空包有機肥料 

設每噸肥料售價為5,000元(成品含氮量略低，售價略低)，另糟泥處理費收入每

噸為800元，經添加黏著劑(使用量約佔成品量5%)與米糠(使用量約佔成品量8%)後，

成品重增為8,136噸/年；香菇太空包所含營養份頗高，不需另外添加；香菇太空包與

糟泥及成品運費每噸為500元、黏著劑每噸為8,000元、米糠每噸為7,000元，若香菇

太空包：糟泥：返菌種與養份＝48：32：30，其益本比= 9.17%。其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有機肥料製造所使用之資材比例。 
肥料種類 木屑有機肥料 香菇太空包有機肥料 
資材比例 

 
木屑：糟泥：菌種與養份

50：20：30 
香菇包：糟泥：菌種與養份 

48：32：20 
製成率(%) 78.47 47.05 
物料使用量 

(噸/年) 
木      屑：4,600 
糟      泥：1,800 
菌種及養分：2,800 

香  菇  包：7,400 
糟      泥：4,900 
菌種及養分：3,000 

建廠費 
（仟元） 

71,000 75,500 

操作及維護費 
（仟元） 

14,000 15,900 

單價分析 
（仟元） 

年收入：54,324 
年支出：49,760 
益本比：8.4% 

年收入：44,600 
年支出：40,510 
益本比：9.17% 

註：1.粒狀木屑有機肥料乃以有機肥5資材組成為主之肥料。 
2.粒狀香菇太空包有機肥料乃以有機肥1資材組成為主之肥料。 



四、結  論 
   本研究係以木屑及香菇太空廢包為堆肥資材，並以調配不同三種堆肥成品，其
結果如下： 
1.六種堆肥成品之碳含量均在 45%以上;氮含量 1.44%以上，而類似於一般市售有

機質肥料者。 

2.六種不同配方之堆肥化試驗顯示，有機物中碳成分含量在堆肥化過程中均呈下降

趨勢，氮成分百分率含量在堆肥化呈上升情形，磷百分率成分含量則隨堆積日

數增加而逐漸增加。 

3..有機堆肥 2 轉化率為 39.74％；有機堆肥 3 轉化率為 33.96％；顯然不同有機物

配方在堆肥化中乾物量之變化即有顯著之差異。 

4..各種處理所成之腐熟堆肥，六種重金屬之含量均低於政府管理「混合有機質肥

料」所訂之含量。 

5.施用堆肥後，蔬菜之株高及葉數，均優於未施用堆肥之處理，三種有機肥中以有機

肥2與有機肥3則對孔雀草花徑增大有助益； 

6.資源化方式以製造粒狀複合肥料最具經濟價值，其中製造粒狀木屑有機肥料益本

比約為8.40%，製造粒狀香菇太空包有機肥料益本比約為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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