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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污泥堆肥产物与余泥渣土制备的人工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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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污水厂污泥及余泥渣土的协同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两步法”制备人工土壤，考察不同配比条件对人
工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水污泥与 3种不同辅料 (玉米秸秆、菌菇渣、木屑) 配比后进行好氧堆肥，堆肥
结束后腐熟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将污泥堆肥产物和余泥渣土制备得到人工土壤，其理化性质与天然土壤类似。
堆肥添加量能显著影响人工土壤水稳性团聚体、pH值、EC、有机质、总氮及有效磷含量，在人工土壤种植应用时，污
泥+玉米秸秆的堆肥种植效果最好，采用改进的内罗梅综合指数法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考虑，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
添加量为 30%、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70% 和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50%、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50% 是最优质的
人工土壤，污泥+木屑堆肥次之，污泥+菌菇渣堆肥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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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污泥是指在城市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处理当中产生的固体废料[1]，如果没有经过十分妥善的处理便
随意排放，将会对公共安全和环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2]。数据显示，至 2020年初，污水处理能力达 2.31×
108 m3·d−1，年产含水率 80% 的污泥超 6.6×107 t[3]，预计 2025年我国城镇污泥年产量将突破 9×107 t[4]。国内
外对污泥一般包含浓缩、稳定、调理、脱水等处理过程，最终处置一般由填埋、土地利用、建材利用、能源
回收等方式。近年来更偏向于将市政污泥进行堆肥处理，或者制成污泥复合肥后添加到土地中[5]。堆肥是通
过一定的人工条件，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有控制地将可被微生物降解的有机废物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6]。
好氧堆肥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污泥稳定化和无害化[7]，经好氧堆肥处理的市政污泥施于土壤中，利用污泥含有
丰富的腐殖质、有机物以及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的质量，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
化、无害化、资源化。

大量的余泥渣土已成为城市固废的主要来源，不但占用大量土地、破坏城市环境，甚至还易产生安全隐
患[8]，余泥渣土的处理途径主要有建设回填、建材利用及堆山造景等。周谷城[9] 在研究中指出泥渣中 SiO2、
Al2O3 含量占比最高，为 74.5%，与土壤具有极为相似的化学组成。余泥渣土中主要成分为砂石与黏土颗
粒，有机质及其他营养物质含量极低。因此可以考虑将含有营养物质的污水污泥与余泥渣土进行联合处理，
配置人工土壤。

“人工土壤”即利用有机或无机固废结合各自性质仿照自然土壤制造而成的一种人造土，用于修复土壤或
者补充土壤资源，会被用于草坪、苗圃、绿化等的建设[10]。ZOCCHE等[11] 将粉煤灰、米糠、污泥、合成石
膏、表土等原料配制不同人工土壤来对矿区生态进行修复，经指标监测以及经济性分析后，得出用人工土壤
对矿区进行修复是是十分可行的。改变土壤 pH、提高矿区土壤有机质和营养元素含量、降低重金属含量、
恢复植被覆盖等都可以通过人工土壤来改善。

目前，好氧堆肥研究中，在污泥与不同辅料之间调节配比，并分析讨论堆肥效果和堆肥质量的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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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保持污泥与辅料配比不变，并经过好氧堆肥后与余泥渣土配置成人工土壤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
将污水污泥与玉米秸秆、菌菇渣、木屑按照一定配比进行好氧堆肥，然后将污泥堆肥产物与余泥渣土按不同
比例配置人工土壤，分析对人工土壤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最优人工土壤组合，为缓解土壤资
源和实现污泥及余泥渣土的资源化利用提供参数。 

1    材料与方法
 

1.1    污泥好氧堆肥

本研究所使用的污泥取自西安第五污水处理
厂第一期脱水车间，为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产
物，初始含水率 80% 左右；玉米秸秆：取自眉县
玉米种植农户，在风干后粉碎后使用；菌菇渣：取
自宁强县菌菇养殖户，由废弃菌棒粉碎得来；木
屑：取自连云港市某家具厂，为家具制作时产生的
杨木锯末，粉碎后的玉米秸秆、菌菇渣及木屑颗粒
直径均≤20 mm，其理化性质如表 1。

堆肥装置为圆柱形好氧堆肥反应器，见

图 1，有效容积为 10 L (高为 60 cm，底部直径为
15 cm) 。在桶体上部和下部分别设置 1个直径为
2 cm的取样口，以便于均匀采样。桶体底部设有
渗滤液孔，与透明软管相连，便于桶体内渗滤液的
排出。底部设置 1层穿孔板并覆盖 1层筛网，利
用空气泵将空气输送到堆体底部进行供氧，并通过
空气流量计控制通风流量。由于桶体体积较小，在
每个桶体外围缠绕 1圈加热带并通过温控器进行
控制，每日调节使加热带温度始终低于桶体内最低
温度 3~5 ℃，来模拟自然堆肥的过程。

好氧堆肥共设置 3个实验组，分别为 A (污泥∶
玉米秸秆= 5∶2) 、B (污泥∶菌菇渣= 5∶2) 、C (污
泥∶木屑= 5∶2) 。根据污泥处置技术指南中含水率
55%~60%、碳氮比在 20∶1~30∶1的要求确定配
比[12]。

堆肥期间采用强制通风+人工翻堆的方式进行处理，在高温期结束后进行第 1次翻堆，之后每周翻堆
1次。通气方式采用间歇式供氧，每天在上午 8:00~9:00、下午 16:00~17:00、夜晚 0:00~1:00进行通气，通
风量为 0.3 L·min−1，持续时间为 1 h。桶内温度达 70 ℃ 以上时，增加通风量，以防微生物死亡，堆肥时间
为 30 d。 

1.2    人工土壤配制

人工土壤的原料为 3种污泥堆肥产物及余泥渣土，余泥渣土取自西安市外环高速公路施工单位。各原料
的基本性质如表 2所示。

 

表 1  原料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Raw material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原料 含水率/% pH
EC/

(μS·cm−1)
有机质/
(g·Kg−1)

总氮/
(g·Kg−1)

C/N

污泥 79.82 6.74 212 461.51 43.09 10.71

玉米秸秆 6.84 7.38 2 540 712.14 13.00 54.78

菌菇渣 9.56 5.93 2 700 615.87 9.38 65.60

木屑 9.76 7.63 264 694.67 2.85 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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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应器示意图

Fig. 1    Compost reactor setup

 

表 2  人工土壤原料基本性质

Table 2  Artificial soil basic properties of raw materials

材料 pH
EC/

(μS·cm−1)
有机质/
(g·Kg−1)

总氮/
(g·Kg−1)

水解性氮/
(mg·Kg−1)

有效磷/
(mg·Kg−1)

速效钾/
(mg·Kg−1)

余泥渣土 8.57 106 3.88 0.26 11.33 33 109

污泥+玉米秸秆堆肥 7.34 1 028 494.19 25.74 2 502.07 1 424 4 400

污泥+菌菇渣堆肥 7.02 1 652 478.13 23.58 3 213.30 2 264 1952

污泥+木屑堆肥 7.34 916 496.87 19.97 2 907.27 1 144 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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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原料风干后进行粉碎处理，并过 2 mm
筛，按照比例充分混合均匀，单组制备的人工土壤
质量为 0.2 kg，共设 15个处理组，如表 3所示，
每个处理组做 3个重复。将污泥堆肥产物和余泥
渣土按照配比倒入烧杯后，加入 60% 的水，用机
械搅拌机进行搅拌，保证 2种原料混合均匀同时
促使人工土壤中团聚体的形成，置于人工气候室
25 ℃ 恒温培养，每天通过称重法补充因蒸发而损
失的水分，培养期间，每 10 d搅拌 1次，共培养
90 d制得人工土壤。 

1.3    分析方法

pH按土水比 1∶2.5振荡、静置后，使用
pH计测定[13]；EC采用电极法测定[14]；有机质采
用重铬酸钾外加热容量法测定 [15]；总氮采用
AA3型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16]；有效磷采用碳酸
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17]。

种子发芽指数 (GI) [18]：将样品与水 1∶10混
合，振荡浸提 1 h，静置后取 5 mL滤液于 9 cm
培养皿中，放入一张滤纸，均匀撒上 20颗大小均
匀的小白菜种子，以去离子水为对照，25 ℃ 下恒
温避光培养 48 h，测量根长和发芽数。计算公式
如 (1)所示。

GI =
A1×A2

B1×B2
×100% (1)

式中：A1 是样品滤液的种子发芽率；A2 是样品滤液的种子根长，cm；B1 是对照组的种子发芽率；B2 是对照
组的种子根长，cm。

根据方海兰等[19] 的研究方法对选取参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利用修正的内梅罗公式计算土壤综合肥力系
数 (P) ，计算公式如 (2)所示。

P =

√(
P̄i

)2
+ (Pimin)2

2
× (n−1)

n
(2)

式中：Pi 是土壤各属性分肥力系数；Pimin 是各分肥力系数中的最小值；n是参评指标数量。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5软件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
和显著性检验  (p<0.05) ，Origin  2022  Pro软件
制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辅料对污泥堆肥效果的影响

1) 污泥堆肥过程中种子发芽指数变化。种子
发芽指数是国内外研究中评价堆肥是否腐熟的常用
生物学指标。在我国污泥应用的相关规定中，应用
于园林绿化的污泥堆肥其种子发芽指数应≥70%。
图 2为 3组污泥堆肥种子发芽指数的变化。3组种
子发芽指数在堆肥过程中总体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

 

表 3  不同人工土壤的原料及配比

Table 3  Raw materials and ratios for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污泥堆

肥种类
处理组

污泥堆肥

(占干重) /%
余泥渣土

(占干重) /%

A

T1 10 90

T2 30 70

T3 50 50

T4 70 30

T5 90 10

B

T6 10 90

T7 30 70

T8 50 50

T9 70 30

T10 90 10

C

T11 10 90

T12 30 70

T13 50 50

T14 70 30

T15 90 10

　　注：A：污泥和玉米秸秆堆肥；B：污泥和菌菇渣堆肥；C：污

泥和木屑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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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堆肥过程中种子发芽指数 (GI) 的变化

Fig. 2    Changes in germination Index (GI) during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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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B组和 C组在堆肥前 3 d种子发芽指数出现
了略微下降，考虑是由于高温期微生物降解有机物
产生的 NH4

+-N和有机酸等物质未能被及时利用而
累积，对种子萌发造成胁迫，这与张陇利等[20]、李
承强等[21]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堆肥结束时，3组
的种子发芽指数分别为 115.6%、136.4%、106.8%，
GI>80% 堆肥已完全腐熟[22]。

2) 污泥堆肥过程中重金属分析。表 4所示为
污泥堆肥结束后不同污泥堆肥的重金属含量以及国
家标准要求，由表 4知，C组污泥+木屑堆肥产品
总砷含量均不满足相关标准，A组污泥+玉米秸秆
堆肥产品和 B组污泥+菌菇渣堆肥产品不满足《农
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中 A级污泥的要求，除
此之外所有污泥堆肥产物均符合《城镇污水厂污泥
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23486-2009) 和《农
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中 A级、B级的重金属

含量规定。C组总砷不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污泥中含有重金属，且在堆肥过程中有机质的降
解导致堆体相对浓缩[23]，从而使总砷超标，污泥中的重金属毒性成为限制污泥使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还要关
注的是长期施用污泥可能会引起土壤重金属的污染[24]，因此关于污泥堆肥的利用，还需要更广泛、更系统地
探索和研究[25]。 

2.2    堆肥及配比对人工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

1) 对水稳性团聚体的影响。图 3所示为不同
人工土壤中不同粒径水稳性团聚体的分布，可以看
出随着堆肥产品添加量的增加，250 μm及以下的
团聚体比例逐渐减小，而 250 μm以上的水稳性团
聚体比例逐渐增大。由于余泥渣土粒径较小，均
在 250 μm以下，因此当人工土壤中余泥渣土所占
比例较大时，小粒径的团聚体所占比例较大；当人
工土壤中堆肥产物比例增加时，好氧堆肥过程中产
生腐殖质类物质起到胶结作用，促进水稳性大团聚
体结构的生成。但水稳性大团聚体含量也不是越高
越好，对于旱地来说，以 50~250 μm的团聚体作
为肥力特征，即该粒径范围中的团聚体所占比例越
高，象征着土壤肥力越好。

2) 对 pH值的影响。如图 4所示为 3种污泥
堆肥在不同添加量下对人工土壤 pH值的影响，
pH值范围在 6.59~8.08之间，随着污泥堆肥添加
量的增加，人工土壤的 pH值逐渐下降；在相同添
加量的情况下，C组最高，pH值的变化一方面是
由于堆肥产物本身 pH决定，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堆肥过程中由于微生物代谢活动和物料组成不断变
化导致 pH始终处于变化之中[26]，当 3种污泥堆肥
产品添加量越大时，堆肥时易降解的有机质被微生
物利用时产生的有机酸越多[27]，从而导致 pH值呈
现下降趋势。参考土壤的 pH值为 7.6，在《绿化
种植土壤》中 pH的范围定在 5.5~8.3之间，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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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人工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的变化

Fig. 3    Changes in water-stable agglomerates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表 4  不同污泥堆肥中的重金属含量以及国家标准要求
Table 4  Heavy metal content in different
sludge composts and national standard

requirements mg·Kg−1

重金属

种类
A B C

城镇污水厂

污泥处置园林

绿化用泥质

农用污泥污染物

控制标准

A B

总镉 1.36 1.19 1.18 20 3 15

总汞 1.28 1.38 1.66 15 5 15

总铅 17.84 10.6 16.89 1 000 300 1 000

总铬 108.14 117.13 89.11 1 000 500 1 000

总砷 63.24 63.85 77.87 75 30 75

总铜 86.89 76.98 71.87 1 500 500 3 000

总锌 1 080.50 999.93 1 025.29 4 000 1 200 3 000

总镍 26.6 24.82 24.12 20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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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人工土壤中 pH 值的变化

Fig. 4    Changes in pH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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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土壤均符合要求；《绿化用有机基质中》对
pH的要求是 5~8之间，除了 C组堆肥产品添加量
为 10% 外，其余人工土壤均在此范围内。

3) 对电导率 EC的影响。土壤电导率一般用
于评价土壤盐分含量。电导率过低会导致基质中的
养分含量不足，影响植物生长，相反过高会使植物
收到盐害[28]，图 5为 3种辅料堆肥产物在不同添
加量下对人工土壤 EC的影响，电导率随着堆肥产
品添加量的增加也相应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当污
泥+玉米秸秆、污泥+菌菇渣、污泥+木屑添加量占
比越大时，其堆肥过程中易降解有机物的矿化作用
生成的铵盐和磷酸盐跟多，再加之堆体体积的减
少[29]。在相同添加量下，B组人工土壤的电导率高
于其他两组。《绿化种植土壤》中对人工土壤电导
率的要求是 150~900 μS·cm−1，参考土样的 EC值
为 943 μS·cm−1，C组除了添加量为 90% 的人工土
壤不符合，其余均满足，而 A组和 B组仅在堆肥
产物添加量小于 50% 时在此范围内；《绿化用有
机基质》中要求电导率在 350~1 500 μS·cm−1 之
间，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30%~70% 的人工土壤符合
要求。

4) 对有机质的影响。有机质不仅是各种营养
元素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微生物生命活动所必需
的碳源。图 6所示为 3种辅料堆肥产物在不同添
加量下人工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变化。有机质随着
堆肥产物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可能原因是堆肥
产物中的有机质含量远高于余泥渣土，因此当其添
加量增加时，人工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幅度也较
大。参考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为 47.6 g·Kg−1，在《绿
化人工土壤》对人工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要求为
15 g·Kg−1 以上，本研究配制的人工土壤均高于其
要求。

5) 对总氮的影响。如图 7所示为 3种辅料堆
肥产物在不同添加量下人工土壤中总氮含量的变
化，可以看出当人工土壤中堆肥产品的添加量增加
时，其总氮含量也随之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堆肥过
程中大量有机物的矿化分解引起干物质的减少，可
以说总氮是 NH3 挥发和有机质降解引起的浓缩效
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0]。3种堆肥产品的总氮含量均
在余泥渣土的 20倍以上，因此在堆肥添加量较
小，余泥渣土所占比例较大的人工土壤中，不同堆
肥产物之间总氮含量对人工土壤的影响较小。参考土样的总氮含量为 2.15 g·Kg−1，人工土壤在堆肥产品添加
量为 10% 时，与该参考土壤最接近，当堆肥添加量增加到 90% 后，人工土壤中的总氮含量远高于参考土
壤；而在相关标准中并未对总氮含量进行具体要求。

6) 对有效磷的影响。有效磷含量来评价土壤磷素肥力的供应情况。图 8所示为 3种辅料堆肥产物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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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Changes in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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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Changes in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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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量下对人工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影响，有效磷随
着堆肥产物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当堆肥产物添加
量相同时，B组含量最高，A组次之，C组有效磷
含量最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B组堆肥产物中有
效磷含量均比其余两组高，另一方面有效磷被浓
缩，微生物代谢可以产生有机酸，有助于无机磷溶
解，增加有效磷含量[31]，因此堆肥产物添加量越
高，有效磷的含量越高，这与邱家洲[32] 的研究结
果一致。《绿化种植土壤》中对有效磷含量要求
为 8  mg·Kg−1 以上，参考土样的有效磷含量为
87 mg·Kg−1，本研究配制的人工土壤均满足该要
求，均高于参考土壤。 

2.3    人工土壤种植应用与评价

1) 人工土壤对小白菜种植的影响。实验土壤
为污泥堆肥添加量分别为 30%、50%、70% 的人
工土壤，选择市购营养土 (CK1) 以及参考土壤
(CK2) 作为对照组，供试作物为小白菜，图 9为小
白菜在不同人工土壤中发芽率的变化，看出随着堆
肥产物添加量的增加，小白菜发芽率变低，考虑是
由于堆肥产物添加量大的人工土壤中盐分含量较
高，导致作物失水，成活率降低，对种子发生胁迫
抑制其萌发。当堆肥添加量为 30% 时，3种堆肥
产品的人工土壤发芽率均为 100%。

表 5为不同人工土壤小白菜株高和根长变
化，各组小白菜最终株高为：A30%>CK2>
A70%>A50%>C30%>C70%>B70%>C50%>B50%
>B30%>CK2。即，所有配制的人工土壤均比
CK1高，A30% 高于参考土壤，其余处理组的株
高均低于参考土壤，不同污泥堆肥产物和余泥渣土
制备的人工土壤对小白菜的生长有促进作用。在
3组人工土壤和两组对照组之间，A组与 B组、
C组、CK1组之间株高呈极显著差异 (p<0.01) ，
B组、C组、CK1组之间株高差异不显著。而人
工土壤中堆肥产物添加比例变化与株高变化不显著
(p>0.05) 。A组堆肥产物对株高影响最优，在合适
的添加比例下甚至优于参考土壤。各组小白菜最终
根长为：A70%>A50%>A30%>CK2>B70%>C50%>
C70%>B30%>B50%>CK2>C30%。A组堆肥产物
对根长影响效果最好，在不同添加比例下均优于参
考土壤，B组和 C组的根长虽低于参考土样，但
高于市购营养土。

2) 人工土壤的综合评价。如表 6所示为不同
人工土壤标准化后指标及综合评价系数。从表中可
以看出人工土壤中污泥+菌菇渣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30%  (A30%) 和污泥+菌菇渣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表 5  不同人工土壤中小白菜株高和根长的变化

Table 5  Changes in height and root length of chard plants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种类 添加比例 株高 根长

A

30% 5.36±1.16a 4.94±0.72ab

50% 4.78±1.27abc 5.46±2.83a

70% 4.92±0.91ab 5.54±0.99a

B

30% 2.68±0.88d 2.96±1.04bc

50% 3.12±0.98d 2.84±0.98c

70% 3.48±0.45bcd 4.6±1.57abc

C

30% 3.7±0.89bcd 2.82±0.72c

50% 3.3±1.18cd 3.54±0.9abc

70% 3.6±0.71bcd 3.46±1.76abc

CK1 100% 2.58±0.56d 2.83±0.17c

CK2 100% 4.94±0.83ab 4.8±0.33abc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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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Changes in vailable phosphoro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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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人工土壤中小白菜发芽率的变化

Fig. 9    Changes in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chard in
different artificial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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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B50%) ，以及污泥+木屑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90% (C90%) 配制而成的人工土壤综合肥力系数最高为

2.25。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50%  (A50%) 、污泥+菌菇渣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30% 和 50%
(B30%、B50%) 、污泥+木屑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90% (C90%) 时肥力平均值最高。根据土壤综合肥力系数，

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70%、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30% 和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90%、

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10% 的人工土壤属于肥力中等土壤，而其余人工土壤以及参考土壤均属于肥沃土壤。在实

际应用种植时应选择合适的堆肥产物和余泥渣土添加量，使得人工土壤的综合肥力达到最优。 

3    结论

1) 玉米秸秆、菌菇渣、木屑 3种辅料均可使污泥堆肥在经过 30 d好氧堆肥时满足腐熟要求，堆肥过程

中种子发芽指数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 以污水污泥、菌菇渣、玉米秸秆、木屑、余泥渣土为原料制备人工土壤，经堆肥后的人工土壤除污

泥+木屑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10%、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90% 的人工土壤外，其余人工土壤 pH均满足《绿化用

有机基质》要求；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30%、50%、70% 的人工土壤均符合《绿化用有机基质》中电导率

EC的要求，有机质、总氮、有效磷含量均远高于《绿化人工土壤》要求。

3) 人工土壤种植应用时，添加污泥+玉米秸秆堆肥的人工土壤种植效果最好，污泥+木屑堆肥次之，污

泥+菌菇渣堆肥效果最差。考虑理化性质、植物生长及土壤综合肥力，人工土壤不同添加量中，污泥+玉米秸

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30%、余泥渣土添加量为 70% 和污泥+玉米秸秆堆肥产物添加量为 50%、余泥渣土添

加量为 50% 是本研究中最优质的人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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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artificial
soil based on sludge compost products and sludge mud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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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ynergetic  treatment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ewage  sludge  and  mud
residue, this study prepared the artificial soil by "two-step method", and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
conditions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artificial soil. The aerobic composting was carried out
with  sewage  sludge  mixing  with  three  different  auxiliary  materials  (corn  stalk,  mushroom  residue  and  wood
chip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turity  and  heavy  metal  content  after  composting  were  in  line  with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The  artificial  soil  was  prepared  by  sludge  composting  and  sludge  residue,  and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natural  soil.  The  added  amount  of  compost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ater-stable  agglomerates,  pH  valu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of the artificial soil.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soil planting, the compost
planting  effect  of  corn  stalk+sludge  was  the  best.  The  improved  Nemerow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was
use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fte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ludge+corn  stalk  compost  product
addition  of  30%,  residual  sludge  residue  content  of  70%  and  sludge+corn  straw  compost  product  addition  of
50%, residual mud residue addition of 50% are the best artificial soil, followed by sludge+wood chips compost,
sludge+mushroom residue compost effect is the worst.
Keywords    sludge; compost; added ratio; artificial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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