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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加强农村沼气技能培训，提高县和乡镇基层沼气技术人员的
技术水平，是提高沼气池质量和完成各类沼气项目的基础，是沼
气事业持续稳步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本人从实用性角度出发编
写了这本培训教材，以期能对沼气技能培训工作有一定的益处。

本教材共分八章，前五章为建池内容，后三章为运行管理内
容。本教材作为县和乡镇农村初级沼气技术员的技能培训教材，
适用于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学员。对于教材中部分属中级沼气
技术员掌握的内容 ( 如: 沼气发酵基础知识中的相关理论，施
工前准备中的材料用量计算，维修病池等) ，培训时可酌情使
用。学员经技能培训后能修建容积为 10 m3 ( 立方米) 以内用粪
便发酵的农户用沼气池，能解决一般的发酵、建池和管理问题。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教材中的缺点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廖先明、郑时选、吴力斌和四川省农村能源办何万宁、唐和建
五位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敬堂

201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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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ｉｏｇａｓ

Ｄｉｇｅｓｔｅｒ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　６ｍ３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Ｂｉｏｇａｓ　Ｄｉｇｅｓｔｅｒ

·ⅳ·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８ｍ３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Ｂｉｏｇａｓ　Ｄｉｇｅｓｔ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ｔａｎｇ　　　Ｐｈｏｎｅ：１８１２３３７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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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沼气、沼气发酵基础知识

第一节　沼气基础知识

一、名词解释

（１）微生物———肉眼看不见，必须用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到
的单个生物，统称为微生物。

微生物包括细菌、放线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等等。
（２）有机物———除ＣＯ２、ＣＯ和碳酸盐以外的一切含碳的化

合物都是有机物 （如粪便、作物秸秆、杂草等）。
（３）ｐＨ值———表示溶液的酸碱度，用数字１～１４表示，数

字越小表示酸性越强，越大表示碱性越强，７表示中性。
（４）标准立方米———是指沼气温度在０℃，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

Ｐａ（帕），即１０３３２ｍｍＨ２Ｏ （毫米水柱），也即７６０ｍｍＨｇ （毫
米汞柱）状态时的容积。

二、什么是沼气

沼气是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温度、水分、酸碱度和厌氧条件
下，经过多种微生物分解发酵产生的以甲烷为主的混合可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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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于最早发现于沼泽、湖泊中，所以称之为沼气。

三、沼气的成分及性质

沼气是多种气体组成的混合可燃气体，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ＣＨ４）和二氧化碳 （ＣＯ２）。农村主要以猪、牛粪便为原料发酵
产生的沼气中一般含甲烷６０％左右 （天然气含甲烷９６％左右），
二氧化碳３５％左右，另外还有少量的氮气 （Ｎ２）、氧气 （Ｏ２）、

硫化氢 （Ｈ２Ｓ）、一氧化碳 （ＣＯ）和氢气 （Ｈ２）。其中，甲烷、
硫化氢、一氧化碳、氢气都是可燃气体，甲烷是无色、无味、无
毒又不溶于水的气体。甲烷的比重是０．５５，比空气轻近一半。
沼气是无色、有味气体。沼气的热值约为２２ＭＪ／Ｎｍ３ （沼气中

ＣＨ４含量为６０％，ＣＯ和Ｈ２Ｓ的含量为３％时），密度 （ｋｇ／ｍ３标
米）为１．２１左右，爆炸范围一般在７％～２７％之间 （沼气中

ＣＨ４含量为７０％～５０％，ＣＯ２含量为３０％～５０％时）。沼气的比
重约为０．９３，比空气稍轻一点。二氧化碳的比重是１．５３，为空
气的１．５３倍。硫化氢的比重是１．１９，比空气稍重，燃烧前略带
臭鸡蛋味。

四、沼气的用途

从理论上计算，沼气中甲烷成分占６０％时，每标准立方米
（Ｎｍ３）沼气的热值约相当于０．５２ｋｇ汽油，或０．７５ｋｇ标煤。能
使６５ｋｇ水从２０℃加热至烧开，能发电６度左右。实际应用中，
由于使用沼气的热效率高且可控性好，而烧煤和柴草的热效率
低，因此１ｍ３沼气 （含甲烷６０％左右时）约相当于３．３ｋｇ低热
值为５０００ｋｃａｌ的原煤，或６．６ｋｇ柴，或８．６ｋｇ秸秆，能供五口
之家一日煮饭用，能使４０ｋｇ水从２０℃加热至烧开，能发２度电
左右。沼气是优质气体燃料，除用于炊事、照明和发电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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