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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

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畜禽粪便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技

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

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将奶

牛粪便进行固液分离并分别发酵，用菌渣和固液

分离后发酵腐熟的牛粪堆制蚯蚓养殖床，用发酵

后的粪浆废液浇灌养殖床，蚓床上接种混有蚓粪

的蚓茧，待蚓茧孵化且幼蚓开始生长进食处理基

质时适时浇灌粪浆废液，并适时开始从上表层分

批收集高品质蚓粪，与生物炭复配得到增效肥。

本发明可生物转化奶牛养殖业中产生液体浆状

粪便污染和食用菌菌棒废料污染，节约蚯蚓养殖

环节用水，使得奶牛养殖业粪便废液功能化、资

源化转化，生产的催花牡丹基质增效肥能显著提

高催花牡丹综合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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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如下：

（1）菌渣制备：将废弃的食用菌棒粉碎，得到菌渣备用；

（2）厌氧塘的建立：设计厌氧塘，在厌氧塘上设置出水口和进水口；设计厌氧塘的长宽

比为2~2.5：1，深度3.5m~4m，出水口到进水口的距离大于50米，以便废液充分厌氧发酵；

（3）奶牛粪便的固液分离：利用厌氧塘出水口废水稀释奶牛舍刮出的粪便并管道运输

至固液分离车间，进行固液分离；牛粪粪浆固液分离采用全自动挤压式固液分离机分离，分

离后的固体牛粪含水量50%~60%，固体部分用于堆积发酵和用于奶牛卧床垫料，液体部分进

入厌氧塘发酵处理；

（4）蚯蚓养殖场地选择：选择在雨季不易被水淹的空旷中低产弃荒田地或行距大于等

于4m人工林地；

（5）蚯蚓养殖场的准备：取步骤（1）中制备的菌渣和步骤（3）中固液分离后发酵腐熟的

牛粪按照质量比为2：1~4的比例混合均匀形成固体基质，堆制成宽2.8m~3 .2m，高35cm~
45cm，长度根据地形而定的蚯蚓养殖床，在养殖床两边起15~20cm的边陇，且两个养殖床之

间的距离为1.8m~2m；

（6）养殖床的浇灌：用粪浆车抽取厌氧塘出水口奶牛养殖场粪浆废液浇灌蚯蚓养殖床，

所述粪浆废液与固体基质的体积比为3~4：6，最终固体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所述奶牛

养殖场粪浆废液为奶牛粪便固液分离后进入厌氧塘厌氧发酵处理后的由出水口处抽出的

废液，含水量94%~99%；

（7）蚯蚓的接种和蚓粪的初次收集：在蚯蚓养殖床上铺4cm~7cm厚的含有蚓粪的蚓茧，

接种14~30天，待80%~90%的蚓茧孵化成幼蚓后，再培养10~15天，待幼蚓开始大量进入菌渣

和粪浆废液混合层时，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离；接种的蚓茧为

赤子爱胜蚓大平2号蚯蚓所产的蚓茧，蚓茧的密度为每升蚓粪140~300个蚓茧；

（8）浇灌粪浆：在收获高质量的蚓粪后，根据温度及表层基质水分含量多少，间隔3~15

天后，浇灌粪浆废液一次，间隔15~20天再浇灌粪浆废液一次，浇灌量与第一次相同，保持基

质的含水量为70%~80%；

（9）蚓粪的分离及蚯蚓的收获：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不断刮除分

离，下层蚓床新的基质用于幼蚓的养殖和粪浆废液的处理直至一个养殖周期结束最终收获

成品蚯蚓；

（10）催花牡丹功能基质增效肥的复配：将收获的高质量的蚓粪与生物炭按照体积比8~
12：1混合均匀得到增效肥，施肥于催花牡丹根周围；催花牡丹采用的基质为菌渣和园土，菌

渣和园土的体积比为1：1，蚓粪和生物炭的体积占总体积的8%~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菌渣粒径为0.5cm~2cm，含水量为8%  ~15  %。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浇灌粪浆废液时需要部分区域浇灌粪浆废液，部分区

域不浇灌，以便于蚯蚓躲避刚刚浇灌粪浆废液的不良环境，待3~5天蚯蚓适应新的环境且开

始大量返回浇灌粪浆废液一侧时，在第一次未浇灌粪浆废液处进行蚓床第二次粪浆废液浇

灌，废液的浇灌量为浸透表层20cm，浇灌粪浆废液的区域为宽度不超过0.5m的条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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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收集的蚓粪含水量维持在50%~60%，且蚓粪保存需要防干燥保存，防止

有益微生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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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

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禽粪便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蚯蚓结合食用菌

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奶牛养殖业发展速度极快，在农业总产值总贡献率也逐年增加，规模化集中

饲养奶牛在提高养殖水平和生产性能，降低饲养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粪污集

中、冲洗用水量增加、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奶牛场泌乳期奶牛每天每头牛产粪便

30kg左右，尿液15kg左右，粪便平均含水量84.0%左右，一般粪便经过固液分离后，固体部分

进行堆肥或作为牛卧床垫料，液体部分进入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但是，目前沼气池规模化

推广的众多技术难点尚需加以攻关，中国沼气市场的不完善，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农民

经济水平提高导致农户使用沼气的积极性下降，产生的沼气、沼渣、沼液也经济效益低，运

营成本高，部分奶牛养殖场种养结合种植部分农田匹配严重不足，部分沼液长时间贮存于

沼气池造成还田困难等现状。奶牛养殖业中粪便处理，尤其是液体部分的处理是目前困扰

大、中型养殖场的重要问题。

[0003] 我国是食用菌生产大国，伴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发展，采收食用菌子实体后废弃的

固体培养基即菌渣的数量越来越多。调查显示，每生产1  kg的食用菌约产生菌渣的数量为

3.25  kg，我国作为食用菌生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的菌渣产生量为8.36×107t且每年均有

所增加，然而如何对菌渣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每年大量的菌

渣被当做农业垃圾随意丢弃或者焚烧，既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0004] 蚯蚓具有惊人的吞噬能力，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蚯蚓取食有机碎屑进行废

弃物的再循环利用过程被称为“蚯蚓堆肥过程”。在蚯蚓堆肥系统中，蚯蚓通过消化、排泄及

物理搅动作用能够有效强化有机废弃物的腐殖化、矿质化作用，蚯蚓对食料微生物的归一

化作用即不同食料基质中的微生物经过蚯蚓肠道前部的“调整”后，蚯蚓肠道中后部及蚯蚓

粪中细菌群落结构趋于一致，尤其是其中含有大量的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及拮抗病原菌的有

益微生物。在传统利用牛粪进行蚯蚓养殖生产中，利用发酵完全腐熟的牛粪进行蚯蚓养殖

效果好，但由于发酵处理对牛粪含水量有一定要求且费工费力，所以，目前生产上养殖蚯蚓

普遍采用不发酵处理的干清粪，且普遍采用蚓床上层加料，虽然较省工，但蚓粪长时间沉实

堆积不能及时分离而造成蚓粪质量不佳。另外，泌乳奶牛水冲粪由于含水量过高几乎不能

用于传统模式的蚯蚓养殖，目前大型奶牛养殖企业普遍采用固液分离，液体部分进入沼气

池，固体部分用于堆肥或其他，液体部分处理是许多大型奶牛饲养企业亟需解决的难题。

[0005] 牡丹属芍药科、芍药属的多年生落叶灌木，是重要的观赏花卉。牡丹春节催花是观

赏牡丹的主要用途之一，是指通过晾根结合低温打破休眠再利用温室控温培养、赤霉素处

理等技术使得牡丹提前在春节期间开花的技术。由于采用晾根等打破休眠技术的使用使得

春节催花牡丹生根困难，造成春节催花牡丹普遍存在质量不高，抗逆性差等现状。高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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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粪有很好的促生根效果，但生产中普遍存在蚓粪用量达到20%才能起到很好效果，因

此，蚓粪功能放大技术亟待解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蚯蚓结合食用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

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蚯蚓结合食用

菌渣生物转化奶牛养殖粪浆废液并复配增效肥的方法，步骤如下：

[0008] （1）菌渣制备：将废弃的食用菌棒粉碎，得到菌渣备用；

[0009] （2）厌氧塘的建立：设计厌氧塘，在厌氧塘上设置出水口和进水口；

[0010] （3）奶牛粪便的固液分离：利用厌氧塘出水口废水稀释奶牛舍刮出的粪便并管道

运输至固液分离车间进行固液分离；

[0011] （4）蚯蚓养殖场地选择：选择在雨季不易被水淹的空旷中低产弃荒田地或行距大

于等于4m人工林地；

[0012] （5）蚯蚓养殖场的准备：取步骤（1）中制备的菌渣和步骤（3）中固液分离后发酵腐

熟的牛粪按照质量比为2：1~4的比例混合均匀形成固体基质，堆制成宽2.8m~3.2m，高35cm~
45cm，长度根据地形而定的蚯蚓养殖床，在养殖床两边起15~20cm的边陇，且两个养殖床之

间的距离为1.8m~2m；

[0013] （6）养殖床的浇灌：用粪浆车抽取厌氧塘出水口奶牛养殖场粪浆废液浇灌蚯蚓养

殖床，所述粪浆废液与固体基质的体积比为3~4：6，最终固体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

[0014] （7）蚯蚓的接种和蚓粪的初次收集：在蚯蚓养殖床上铺4cm~7cm厚的含有蚓粪的蚓

茧，接种14~30天，待80%~90%的蚓茧孵化成幼蚓后，再培养10~15天，待幼蚓开始大量进入菌

渣和粪浆废液混合层时，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离；

[0015] （8）浇灌粪浆：在收获高质量的蚓粪后，根据温度及表层基质水分含量多少，间隔3

~15天后，浇灌粪浆废液一次，间隔15~20天再浇灌粪浆废液一次，浇灌量与第一次相同，保

持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

[0016] （9）蚓粪的分离及蚯蚓的收获：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

离，下层蚓床新的基质用于幼蚓的养殖和粪浆废液的处理直至一个养殖周期结束最终收获

成品蚯蚓；

[0017] （10）催花牡丹功能基质增效肥的复配：将收获的高质量的蚓粪与生物炭按照体积

比8~12：1混合均匀得到增效肥，施肥于催花牡丹根周围。

[001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1）中，菌渣粒径为0.5cm~2cm，含水量为8%  ~15  %。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2）中，设计厌氧塘的长宽比为2~2.5：1，深度3.5m~4m，出

水口到进水口的距离大于50米，以便废液充分厌氧发酵。

[002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3）中，牛粪粪浆固液分离采用全自动挤压式固液分离机

分离，分离后的固体牛粪含水量50%~60%，固体部分用于堆积发酵和用于奶牛卧床垫料，液

体部分进入厌氧塘发酵处理。

[002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奶牛养殖场粪浆废液为奶牛粪便固液分离后进入厌氧塘厌氧

发酵处理后的由出水口处抽出的废液，含水量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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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7）中，接种的蚓茧为赤子爱胜蚓大平2号蚯蚓所产的蚓

茧，蚓茧的密度为每升蚓粪140~300个蚓茧。

[002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8）中，浇灌粪浆废液时需要部分区域浇灌粪浆废液，部

分区域不浇灌，以便于蚯蚓躲避刚刚浇灌粪浆废液的不良环境，待3~5天蚯蚓适应新的环境

且开始大量返回浇灌粪浆废液一侧时，在第一次未浇灌粪浆废液处进行蚓床第二次粪浆废

液浇灌，废液的浇灌量为浸透表层20cm，浇灌粪浆废液的区域为宽度不超过0.5m的条形区

域。

[0024] 作为优选方案，收集的蚓粪含水量维持在50%~60%，且蚓粪保存需要防干燥保存，

防止有益微生物死亡。

[002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步骤（10）中，催花牡丹采用的基质为菌渣和园土，菌渣和园土

的体积比为1：1，蚓粪和生物炭的体积占总体积的8%~12%。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利用粪浆废液结合种植食用菌废

后弃菌棒养殖蚯蚓，实现了奶牛养殖粪便废液和废弃菌棒资源化、生态化、高效化的转化，

克服了传统养殖蚯蚓不能直接利用机器刮除水冲粪便或者利用固液分离牛粪而产生大量

废液的缺点，使得奶牛养殖废液完全资源化利用，避免了环境污染，还节约了大量的蚯蚓养

殖用水。和传统牛粪养殖蚯蚓一样能得到蚯蚓产品，较传统的牛粪养殖蚯蚓所得蚯蚓粪产

品品质提高。

[0027] 本发明对牛粪粪浆转化过程简单，整个过程从菌棒处理到蚓床建立及粪浆的浇灌

均可以采用机械化操作，节省了人力成本。通过试验，每667m2的土地一个蚯蚓养殖周期（65

~90天）可以处理粪浆120m3~160m
3，每年按照我国北方至少两个养殖周期，南方3到4个养殖

周期，则每667m2的土地可处理粪浆240m3~640m
3，克服了奶牛养殖业粪便固液分离后液体部

分进入沼气池，沼液处理难度大的问题，使得奶牛养殖业种养结合土地配比可以显著减少。

[0028] 本发明牡丹催花基质专用增效肥含有催花牡丹植株生根所需要的有益微生物和

植物根系生长促进物质，能促生牡丹生根，此外还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氨基酸类

物质，能够促进牡丹根系生长，提高叶片净光合速率，增强抗逆性，使得催花牡丹综合品质

提高，最终在成本增加0.8~1元/盆条件下，催花牡丹品质显著提高，平均售价提高5~10元。

[0029] 本发明的高品质蚓粪能用于复配牡丹催花基质增效肥，但不局限于用于牡丹催花

基质增效肥，也可以用于其他功能肥料、育苗基质、花卉专用基质等。

[0030] 说明书附图

[0031]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2和不加蚯蚓粪、生物炭的对照组栽培的催花牡丹的

品质指标参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的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在此描述的实施例只是一

些优选实施方法，用来进一步描述和说明本发明，无意限制本发明到下述确定的细节。

[0034] 实施例1

[0035] （1）菌渣制备：收集大型食用菌企业栽培食用菌后的废弃菌棒，去掉食用菌棒外层

聚乙烯塑料包装袋，风干，粉碎即成食用菌渣，菌渣颗粒直径在0.5~2cm，使其含水量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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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5  %。

[0036] （2）厌氧塘的建立：厌氧塘的大小根据奶牛数量而定，以至少能满足废液储存30~
50天为宜，设计厌氧塘的长宽比为2：1，深度3.5m，在厌氧塘上设置出水口和进水口，且出水

口和进水口的距离大于50米，以便废液充分厌氧发酵。

[0037] （3）奶牛粪便的固液分离：利用厌氧塘出水口废水稀释奶牛舍刮出的粪便并管道

运输至固液分离车间，利用全自动挤压式固液分离机对粪便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后的固体

牛粪含水量50%~60%，固体部分进行堆积发酵处理和用于奶牛卧床垫料，液体部分进入厌氧

塘厌氧发酵处理。

[0038] （4）蚯蚓养殖场地选择：选择在雨季不易被水淹的空旷中低产弃荒田堆建蚯蚓养

殖床。

[0039] （5）蚯蚓养殖场的准备：取步骤（1）中制备的菌渣和步骤（3）中固液分离后发酵腐

熟的牛粪按照质量比为2：1的比例混合均匀形成固体基质，堆制成宽3m、高40cm，长度根据

地形而定的蚯蚓养殖床，在养殖床两边起18cm的边陇，且两个养殖床之间的距离为1.8m~2m

（根据操作机械宽度来定，以备机械操作）。

[0040] （6）养殖床的浇灌：用粪浆车抽取厌氧塘出水口奶牛养殖场粪浆废液（含水量94%~
99%）浇灌蚯蚓养殖床，将养殖床浸透，所述粪浆废液与固体基质的体积比为2：1，最终固体

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

[0041] （7）蚯蚓的接种和蚓粪的初次收集：在蚯蚓养殖床上铺4cm~7cm厚的含有蚓粪的蚓

茧，接种的蚓茧为赤子爱胜蚓大平2号蚯蚓所产的蚓茧，蚓茧的密度为每升蚓粪140~300个

蚓茧，接种14~30天，待80%~90%的蚓茧孵化成幼蚓后，再培养10~15天，待幼蚓开始大量进入

菌渣和粪浆废液混合层时，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离，收集的蚓

粪含水量维持在50%~60%，且蚓粪保存需要防干燥保存，防止有益微生物死亡。

[0042] （8）浇灌粪浆：在收获高质量的蚓粪后，根据温度及表层基质水分含量多少，间隔3

~15天后，浇灌粪浆废液一次，间隔15~20天再浇灌粪浆废液一次，浇灌量与第一次相同，保

持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浇灌粪浆废液时需要部分区域浇灌粪浆废液，部分区域不浇

灌，以便于蚯蚓躲避刚刚浇灌粪浆废液的不良环境，待3~5天蚯蚓适应新的环境且开始大量

返回浇灌粪浆废液一侧时，在第一次未浇灌粪浆废液处进行蚓床第二次粪浆废液浇灌，废

液的浇灌量为浸透表层20cm，浇灌粪浆废液的区域为宽度不超过0.5m的条形区域。

[0043] （9）蚓粪的分离及蚯蚓的收获：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

离，下层蚓床新的基质用于幼蚓的养殖和粪浆废液的处理直至一个养殖周期结束最终收获

成品蚯蚓。

[0044] （10）催花牡丹功能基质增效肥的复配：将收获的高质量的蚓粪与生物炭按照体积

比10：1混合均匀得到增效肥，施肥于催花牡丹根周围，其中，催花牡丹采用的基质为菌渣和

园土，菌渣和园土的体积比为1：1，蚓粪和生物炭的体积占总体积的8%~12%，牡丹品种选用

洛阳红，催花牡丹温度、湿度等调控管理按照常规管理进行。

[0045] 实施例2

[0046] （1）菌渣制备：收集大型食用菌企业栽培食用菌后的废弃菌棒，去掉食用菌棒外层

聚乙烯塑料包装袋，风干，粉碎即成食用菌渣，菌渣颗粒直径在0.5~2cm，使其含水量控制在

8%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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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2）厌氧塘的建立：厌氧塘的大小根据奶牛数量而定，以至少能满足废液储存30~
50天为宜，设计厌氧塘的长宽比为2.5：1，深度4m，在厌氧塘上设置出水口和进水口，且出水

口和进水口的距离大于50米，以便废液充分厌氧发酵。

[0048] （3）奶牛粪便的固液分离：利用厌氧塘出水口废水稀释奶牛舍刮出的粪便并管道

运输至固液分离车间，利用全自动挤压式固液分离机对粪便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后的固体

牛粪含水量50%~60%，固体部分进行堆积发酵处理和用于奶牛卧床垫料，液体部分进入厌氧

塘厌氧发酵处理。

[0049] （4）蚯蚓养殖场地选择：选择雨季不被水淹的行距大于等于4m人工林地堆建蚯蚓

养殖床，人工林地蚯蚓养殖床可堆建在以人工林树为中心的左右两侧。

[0050] （5）蚯蚓养殖场的准备：取步骤（1）中制备的菌渣和步骤（3）中固液分离后发酵腐

熟的牛粪按照质量比为1：2的比例混合均匀形成固体基质，堆制成宽3.2m、高45cm，长度根

据地形而定的蚯蚓养殖床，在养殖床两边起20cm的边陇，且两个养殖床之间的距离为1.8m~
2m（根据操作机械宽度来定，以备机械操作）。

[0051] （6）养殖床的浇灌：用粪浆车抽取厌氧塘出水口奶牛养殖场粪浆废液（含水量94%~
99%）浇灌蚯蚓养殖床，将养殖床浸透，所述粪浆废液与固体基质的体积比为3：2，最终固体

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

[0052] （7）蚯蚓的接种和蚓粪的初次收集：在蚯蚓养殖床上铺4cm~7cm厚的含有蚓粪的蚓

茧，接种的蚓茧为赤子爱胜蚓大平2号蚯蚓所产的蚓茧，蚓茧的密度为每升蚓粪140~300个

蚓茧，接种14~30天，待80%~90%的蚓茧孵化成幼蚓后，再培养10~15天，待幼蚓开始大量进入

菌渣和粪浆废液混合层时，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离，收集的蚓

粪含水量维持在50%~60%，且蚓粪保存需要防干燥保存，防止有益微生物死亡。

[0053] （8）浇灌粪浆：在收获高质量的蚓粪后，根据温度及表层基质水分含量多少，间隔3

~15天后，浇灌粪浆废液一次，间隔15~20天再浇灌粪浆废液一次，浇灌量与第一次相同，保

持基质的含水量为70%~80%；浇灌粪浆废液时需要部分区域浇灌粪浆废液，部分区域不浇

灌，以便于蚯蚓躲避刚刚浇灌粪浆废液的不良环境，待3~5天蚯蚓适应新的环境且开始大量

返回浇灌粪浆废液一侧时，在第一次未浇灌粪浆废液处进行蚓床第二次粪浆废液浇灌，废

液的浇灌量为浸透表层20cm，浇灌粪浆废液的区域为宽度不超过0.5m的条形区域。

[0054] （9）蚓粪的分离及蚯蚓的收获：利用蚯蚓的避光特性将上层高质量的蚓粪刮除分

离，下层蚓床新的基质用于幼蚓的养殖和粪浆废液的处理直至一个养殖周期结束最终收获

成品蚯蚓。

[0055] （10）催花牡丹功能基质增效肥的复配：将收获的高质量的蚓粪与生物炭按照体积

比10：1混合均匀得到增效肥，施肥于催花牡丹根周围，其中，催花牡丹采用的基质为菌渣和

园土，菌渣和园土的体积比为1：1，蚓粪和生物炭的体积占总体积的8%~12%，牡丹品种选用

洛阳红，催花牡丹温度、湿度等调控管理按照常规管理进行。

[0056] 对照组中仅用菌渣和园土按照体积比1：1进行洛阳红催花牡丹的种植栽培，催花

牡丹温度、湿度等调控管理按照常规管理进行，与实施例1和实施例2均相同，得到的催花牡

丹的品质参数如图2所示，数据的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n=21）来表示，同一行不同字母表

示邓肯检验差异显著（P＜0.05），即这几个品质指标对照均组显著小于实例1和实例2，另

外，实例1和实例2标注的字母相同，说明二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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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落入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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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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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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