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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益微生物於廚餘堆肥化之應用 
一、摘要 

本研究利用有益微生物(乳酸菌、放線菌與光

合菌)添加於廚餘進行廚餘有機肥製作，再利用此

廚餘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試驗，對照種植試驗組為

不添加有益微生物之廚餘堆肥，另一對照實驗組為

未添加任何有機肥之純土壤。所種出有機蔬菜再進

行生長情形、有機質成份、維生素 A、維生素 C及

微量成份等分析。本研究得出在兩種青江菜及小白

菜，在生長情形、維生素 A、維生素 C、有機質成

份及灰分等，都得出廚餘加菌粉堆肥之分析值最

高；而在廚餘無菌粉堆肥種植部份，維生素 A及維

生素 C的分析值，兩種蔬菜的分析值也高於未加有

機肥土壤所種植蔬菜的分析值；廚餘無菌粉堆肥種

植部份，於生長情形、有機質分析值，兩種蔬菜的

分析值低於未加有機肥土壤所種植蔬菜的分析

值；而在小白菜的灰分分析值，廚餘無菌粉堆肥所

種植者高於未加有機肥土壤分析值。而於粗蛋白、

粗纖維、粗脂肪及微量成分分析結果，在小白菜，

廚餘加菌粉堆肥所得蔬菜之粗蛋白及粗脂肪分析

值顯著較高；在青江菜，三種分析結果差異不大。

於微量成分部份，廚餘加菌粉堆肥所種植之青江菜

及小白菜，皆分析得出較高之 N及 P成分。 

 
二、前言 

自然界存在許多有用的微生物，已被廣範應

用於食品、醫學、工業上，達到造福人類維護環境

功能。於眾多有用微生物中，存著有淨菌系、醱酵

系及光合成系等之兼性厭氧、厭氣及好氣性之微生

物全為一群對土壤更生改良、提高作物產值之微生

物，稱為有用微生物群(Effective 

Microorganism，簡稱 EM)。EM 菌包括嫌氣性的光

合菌、乳酸菌、放線菌等。乳酸菌、放線菌與光合

菌等也是具有分解有機物與除臭成效之微生物。利

用具有分解有機物的有益微生物於有機肥製作，可

增加有機肥的肥力。本研究利用已試驗具有除臭功

能之有益微生物，包括乳酸菌、放線菌與光合菌

等，添加於廚餘進行廚餘有機肥製作，再利用此廚

餘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試驗。所得有機蔬菜再進行

生長情形、有機質成份、維生素 A、維生素 C及微

量成份分析，而對照種植試驗組則是製作不添加有

益微生物之廚餘堆肥。 

 

 

 

 三、材料與方法 

 

(一) 有益微生物菌粉之製作 

本實驗培養光合菌、放線菌及乳酸菌製成有益

微生物菌粉。將菌液添加於米糠及黃豆粉(以 1:1

比例混合)，再加入 20%的光合菌(E324、E413)、

放線菌(F24、F9)、乳酸菌(M28、M42)混合液。 

 

(二) 廚餘有機肥製作 

1 添加有益微生物菌粉之廚餘有機肥製作 

廚餘來源：永康鄉公所清潔隊。廚餘量 5 噸，

添加菌粉量為 86 公斤，廚餘成份包括剩菜、剩飯、

果皮菜葉及泡過的茶葉渣等，再添加適量之粗糠與

鋸木削，定期翻堆約三個月所得廚餘有機肥。 

2 未添加有益微生物菌粉之廚餘有機肥製作 

廚餘來源：永康鄉公所清潔隊。廚餘量 2.5

噸。廚餘成份包括剩菜、剩飯、果皮菜葉及泡過的

茶葉渣等，再添加適量之粗糠與鋸木削，定期翻堆

約三個月即得廚餘有機肥。  

(三) 有機種植 

利用上述二種廚餘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對照

實驗組為未添加任何有機肥之純土壤。種植過程如

下： 

1.育苗: 需 1~2 星期 

  先在育苗盤中放入少許(約 2/3)泥炭土，將小白

菜及青江菜各別放入育苗盤中再以泥炭土將其覆

蓋填滿。此次試驗共育苗 12 盤，小白菜、青江菜

各 6盤。 

2.施肥及翻土: 

(1)施肥量 

一小區面積為 2.6 平方公尺(長 2公尺，寬 1.3 公

尺) 

每平方公尺堆肥總氮量約 27.702 克。添加量計算

如下: 

a.廚餘加菌粉肥 

  1565g╳2.6 m2=4096g，取整數 4000g⋯(每區所施

堆肥量) 

總共有4小區，所需總堆肥量為16000g(16公斤) 

b.廚餘無菌粉肥 

  1846g╳2.6 m2=4799.6g，取整數 4800g⋯(每區

所施堆

肥量) 

總共有 4小區，所需總堆肥量為 19200g(19.2

公斤) 

(2)翻土: 

依每區所需施肥量各別平均灑於土壤表面再進行

翻土。 

3.種植: 

翻土完成後，分別將育苗好之小白菜、青江菜植入

土中，小白菜前後左右間隔約 15 公分、青江菜則

間隔 10 公分(利於生長及採收較方便)，待種植完

後再放水灌溉。種植後第 6天再開始測量各種植區

蔬菜之生長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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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  

1 水分含量測定 

2 粗蛋白質之測定 

3 粗脂肪之測定 

4 粗纖維之測定 

5 粗灰分之測定 

6 維生素 C之測定 

7 維生素 A之測定 

四、結果與討論 

(一) 生長情形、有機質、微量成份及維生素 A 及

維生素 C檢測 

    本實驗利用廚餘加菌粉堆肥、廚餘無菌粉堆肥

及未加有機肥土壤進行青江菜及小白菜之有機種

植。由表一、二、三、四及五，在兩種青江菜及小

白菜，在生長情形、維生素 A、維生素 C、有機質

成份及灰分等，都得出廚餘加菌粉堆肥之分析值最

高；而在廚餘無菌粉堆肥種植部份，維生素 A及維

生素 C的分析值，兩種蔬菜的分析值也高於未加有

機肥土壤所種植蔬菜的分析值；廚餘無菌粉堆肥種

植部份，於生長情形、有機質分析值，兩種蔬菜的

分析值低於未加有機肥土壤所種植蔬菜的分析

值；而在小白菜的灰分分析值，廚餘無菌粉堆肥所

種植者高於未加有機肥土壤分析值。 

 

 

由表一得出廚餘加菌粉堆肥之種植情形最好，青江

菜及小白菜皆是。 

 

表一、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之生長情形測

定 

 

 青江菜 小白菜 

廚餘加菌粉堆肥 

 

15.3 公分 29.5 公分 

廚餘無菌粉堆肥 

 

13.5 公分 19.2 公分 

未加有機肥土壤 14.2 公分 19.3 公分 

註：種植 28 天淨生長高度 

 

表二、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菜葉之維生素 A

測定 

 

 青江菜 小白菜 

廚餘加菌粉堆

肥 

 

16.3485(IU) 

1.63485(RE) 

16.316(IU) 

1.6316(RE) 

廚餘無菌粉堆

肥 

 

15.935(IU) 

1.5935(RE) 

11.991(IU) 

1.1991(RE) 

未加有機肥土 15.2988(IU) 10.019(IU) 

壤 1.52988(RE) 1.0019(RE) 

註：種植 28 天採收 

 

表三、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菜葉之維生素

C測定 

 青江菜 

(mg/100g) 

小白菜

(mg/100g) 

廚餘加菌粉堆肥 52.20 52.18 

廚餘無菌粉堆肥 40.37 45.36 

未加有機肥土壤 43.32 44.15 

註：種植 28 天採收 

 

表四、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菜葉之有機質

成份測定 

 

 青江菜 小白菜 

廚餘加菌粉堆肥 37.41% 32.24% 

廚餘無菌粉堆肥 28.08% 25.06% 

未加有機肥土壤 33.47% 27.26% 

註：種植 28 天採收 

 

表五、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菜葉之灰分測

定 

 青江菜 小白菜 

廚餘加菌粉堆肥 25.71% 36.51% 

廚餘無菌粉堆肥 23.91% 31.41% 

未加有機肥土壤 24.41% 26.82% 

註：種植 28 天採收 

 
(二)粗蛋白、粗纖維、粗脂肪及微量成分分析 

表六為二種有機肥種植後所得粗蛋白、粗纖

維、粗脂肪及微量成分分析結果。在小白菜，廚餘

加菌粉堆肥所得蔬菜之粗蛋白及粗脂肪分析值顯

著較高；在青江菜，三種分析結果差異不大。於微

量成分部份，廚餘加菌粉堆肥所種植之青江菜及小

白菜，皆分析得出較高之 N及 P成分。 

 

表六、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之成分分析 

 

樣品 
粗纖維 

(%) 

粗蛋白 

(%) 

粗脂肪 

(%) 

廚餘無菌粉堆肥 0.45 0.78 0 

廚餘加菌粉堆肥 0.59 0.77 0 

廚餘加菌粉堆肥小白菜 12.8 31.09 3.39 

廚餘無菌粉堆肥小白菜 13.03 27.25 2.48 

未加有機肥土壤小白菜 13.54 27.93 2.37 

廚餘加菌粉堆肥青江菜 13.05 33.38 2.27 

廚餘無菌粉堆肥青江菜 13.11 31.95 2.92 

未加有機肥土壤青江菜 13.95 33.26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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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利用不同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菜葉之微量成份測定 

 

樣品 
N 

(%) 

P 

(%) 

K 

(%) 

Na 

(%) 

Ca 

(%) 

Mg 

(ppm)

Cu 

(ppm)
Zn (ppm) 

Fe 

(ppm) 

Mn 

(ppm)
廚餘無菌粉

堆肥 

0.173 18.42 0.19 0.02 0.17 0.42 2.01 71.23 2.46(%) 328.51 

廚餘加菌粉

堆肥 

0.218 49.16 0.17 0.02 0.18 0.40 2.01 66.77 2.09(%) 313.26 

廚餘加菌粉

堆肥小白菜 

5.001 6.84 6.85 0.89 3.32 0.68 0 52.31 331.79 32.75 

廚餘無菌粉

堆肥小白菜 

4.179 6.28 6.90 0.99 4.65 0.84 5.73 72.89 1155.81 51.03 

未加有機肥

土壤小白菜 

4.526 6.43 9.26 0.31 3.24 0.66 1.07 50.11 375.78 34.11 

廚餘加菌粉

堆肥青江菜 

5.377 7.28 6.35 0.36 3.50 0.67 0 48.43 360.77 39.05 

廚餘無菌粉

堆肥青江菜 

5.076 5.87 4.94 0.51 3.89 0.70 0 42.0 342.86 34.66 

未加有機肥

土壤青江菜 

5.225 6.77 6.84 0.62 3.68 0.67 0 52.17 383.4 38.6 

 

 

 

五、結論 

本研究利用有益微生物添加於廚餘進行廚餘

有機肥製作，再利用此廚餘有機肥進行有機種植試

驗，在生長情形、維生素 A、維生素 C、有機質成

份及灰分等，都得出廚餘加菌粉堆肥之分析值最

高；而在廚餘無菌粉堆肥種植部份，維生素 A及維

生素 C的分析值，兩種蔬菜的分析值也高於未加有

機肥土壤所種植蔬菜的分析值。而於粗蛋白、粗纖

維、粗脂肪及微量成分分析結果，在小白菜，廚餘

加菌粉堆肥所得蔬菜之粗蛋白及粗脂肪分析值顯

著較高，也分析得出較高之 N及 P成分。故得出本

研究所開發之廚餘加菌粉堆肥可提昇有機種植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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