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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城镇生活污泥对小麦产量和品质及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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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城镇生活污泥施入农田的潜在污染风险问题，通过田间试验，开展了城镇生活污泥在小麦上的施

用效果研究，探讨了施用城镇生活污泥对小麦产量和品质及安全性的影响，以期为城镇生活污泥农业上资源化

利用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施用城镇生活污泥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单施生活污泥（T2、T3）较空白不施

肥（CK）处理小麦增产 83.85% ～ 139.04%，一定范围内，小麦产量随着生活污泥用量的增加而增大。在生活污

泥 2250 kg/hm2 配合复合肥 450 kg/hm2（T6）处理更有助于小麦产量增加，合理配施城镇生活污泥有助于有机养分

替代及化肥减量。施用城镇生活污泥有利于提升小麦籽粒品质。与空白不施肥（CK）处理相比，施用生活污泥显

著提高了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筋及淀粉含量，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处理的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筋

和淀粉含量分别提高了 19.7%、15.2% 和 7.83%。部分化肥配施生活污泥（T4、T9）处理小麦籽粒中 Cr 含量超过

国家限量标准（1 mg/kg）。随着生活污泥施用量的增加，小麦籽粒重金属富集的风险增高，但不同元素增幅存在

差异。施用城镇生活污泥，小麦籽粒中多环芳烃类、酞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含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城镇生活

污泥农用时，建议单独施用生活污泥用量 6000 kg/hm2；生活污泥与化肥进行配施的情况下，用量为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15-15-15）45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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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污泥是城镇污水处理后的废弃物。随

着我国城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生活污泥

大量产生，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污染风险，亟需

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1］。目前，国际上对城

镇生活污泥的处置以填埋、填海、焚烧和农田利

用 4 种方式为主［2］。城镇生活污泥中含有各种养

分，这让城镇生活污泥堆肥资源化利用成为了可

能［3-4］。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城镇生活污泥土地

利用率达到 50% 以上［5-6］。有研究表明［7］，污泥

堆肥中具有丰富的有机质，施入土壤经微生物等

分解后，可以转化生成大量的腐殖酸和激素等物

质。施用适量生活污泥堆肥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有利于作物生长与产量的提升［8-9］。然

而，城镇生活污泥中还存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

有毒有害物质［10］，进入土壤环境后易被植物吸收

富集［11-12］。研究表明［13-14］，施用污泥会增加植物

及土壤重金属积累，且重金属含量随施用量呈不

断上升趋势。不合理施用会对土壤环境和农作物

品质及安全性造成不利影响，但目前关于施用城

镇生活污泥对作物品质及安全性的影响却鲜有报 

道［15-16］。本研究基于城镇生活污泥配施不同肥料

类型及用量的大田试验，开展城镇生活污泥在小麦

上的施用效果研究，探讨施用城镇生活污泥对小麦

产量、品质、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含量的影响，旨

在为城镇生活污泥农用的安全性及推广应用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选择在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供试

土壤类型为潮土，基本理化指标为：pH 值 6.3，有

机质 20.05 g/kg，全氮 0.91 g/kg，有效磷 35.58 mg/

kg，速效钾 50 mg/kg，总汞 0.238 mg/kg，总砷 6.1 

mg/kg， 总 镉 0.11 mg/kg， 总 铅 47.2 mg/kg， 总 铬

40.4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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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材料 

供试小麦品种为洛麦23，于2016年 11月 27日

种植，2017 年 5 月 30 日收获。田间管理按小麦优

质栽培管理措施进行。城镇生活污泥来源于蚌埠市

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城镇生活污水，经蚌埠圻润

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再处理，各指标含量符合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2018），可

进行农田土地利用，具体指标含量见表 1；商品有

机肥中有机质含量大于 45%，氮、磷、钾的含量分

别为 N 2.41%，P2O5 1.71%，K2O 1.61%；供试当地

上一季水稻秸秆，各养分含量为：全氮 0.77%，全

磷 0.13%，全钾 1.80%。

1.3　试验设计

根据肥料类型与施肥量的不同，试验设 10 个

处理，每处理重复 3 次，小区面积为 20 m2（4 m×5 

m），共 30 个小区，试验各处理类型如表 2 所示。

表 1　供试生活污泥与《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指标比较

类型 pH 值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全钾

（%）

总汞 

（mg/kg）

总砷 

（mg/kg）

总镉 

（mg/kg）

总铅 

（mg/kg）

总铬 

（mg/kg）

多环芳烃 

（mg/kg）

苯并（a）芘

（mg/kg）

供试生活污泥 6.9 33.8 3.88 0.61 0.73 1.50 24.1 1.28 0.5 66 <5 <2

《农用污泥污

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2018）

5.5 ～ 8.5 ≥ 20 <3 <30 <3 <300 <500 <5 <2

 表 2　试验处理类型及氮磷钾用量 （kg/hm2）

处理 处理类型
氮磷钾用量

N P2O5 K2O

CK 空白，不施肥 0 0 0

T1 常规施肥，复合肥（15-15-15） 600+ 尿素 112.5 141.8 90.0 90.0

T2 单用生活污泥，污泥 3000 166.4 18.3 21.9

T3 单用生活污泥，污泥 6000 232.8 36.6 43.8

T4 生活污泥 750+ 复合肥（15-15-15） 600 119.1 94.6 95.5

T5 生活污泥 1500+ 复合肥（15-15-15） 525 137.0 87.9 89.7

T6 生活污泥 2250+ 复合肥（15-15-15） 450 154.8 81.2 83.9

T7 商品有机肥 1500+ 复合肥（15-15-15） 525 114.9 104.4 102.9

T8 复合肥（15-15-15） 525+ 水稻秸秆（干基）6000 125.0 86.6 186.8

T9 生活污泥 750+ 复合肥（15-15-15） 450+ 水稻秸秆（干基）6000 142.8 79.9 181.0

1.4　样品检测

土样和水稻秸秆及城镇生活污泥中的常规指标

测定参照鲍士旦编著的《土壤农化分析》［17］。重金

属测定采用 4 种酸（HNO3、HF、HClO4、HCl）电

热板消解 AAS 法［18］。小麦籽粒中湿面筋测定采用

仪器法（GB/T 5506.2-2008）；淀粉测定采用酸

水解法（GB 5009.9）；蛋白质测定采用凯氏定氮

法（GB 5009.5）；多环芳烃类有机污染物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GB 5009.265-2016）；酞

酸酯类有机污染物测定采用气相色谱 - 质谱法 

（GB 5009.271）。

1.5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19 和 Origin 8.0 软件对数据整理

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图 1 为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产量的影

响。由图 1 可知，与空白不施肥（CK）处理相

比，施用生活污泥及与化肥或商品有机肥等配施

处理的小麦增产 83.85% ～ 144.59%。单施生活污

泥（T2、T3）较空白不施肥（CK）处理小麦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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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5% ～ 139.04%，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

相对于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hm2（T2）处理显著提

高了小麦产量，说明施用生活污泥有助于提高小麦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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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

生活污泥与复合肥配施的结果显示，在施用

生 活 污 泥 2250 kg/hm2+ 复 合 肥 450 kg/hm2（T6）

的条件下，小麦产量显著高于施用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肥 600 kg/hm2（T4）及施用生活污泥

1500 kg/hm2+ 复合肥 525 kg/hm2（T5）处理。本研究

结果与李海英等［19］在施用不同配比用量的污泥复

混肥后有助于小麦增量的结论一致。相同复合肥施

用量条件下，施用生活污泥 1500 kg/hm2（T5）的小

麦产量高于施用水稻秸秆 6000 kg/hm2（T8）处理；

施用生活污泥 2250 kg/hm2（T6）的小麦产量高于生

活污泥 750 kg/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T9）处

理。总体来看，施用生活污泥有助于小麦产量的提

高。在一定施用量内，随着生活污泥用量的增大，

小麦产量也有所增加，这与陈同斌等［20］的研究结

果一致。

2.2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品质的影响

图 2、3 分别为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

干面筋、湿面筋、蛋白质及淀粉含量变化的影响。

由图 2、3 可知，与空白不施肥（CK）处理相比，

施用生活污泥提高了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筋和淀

粉含量，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处理的

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筋和淀粉含量分别提高了

19.7%、15.2% 和 7.83%。随着生活污泥施用量的增

加，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的小麦籽粒干

面筋及湿面筋含量显著高于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

hm2（T2）处理。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 450  

kg/hm2（T6）配施条件下，小麦籽粒淀粉含量比空
白不施肥（CK）处理提高了 23.94%，且小麦籽粒
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施用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
肥 600 kg/hm2（T4）及施用生活污泥 1500 kg/hm2+
复合肥 525 kg/hm2（T5）处理。在生活污泥施用
750 kg/hm2+ 复合肥 600 kg/hm2（T4）的配施条件下，
小麦籽粒湿面筋、干面筋、淀粉的含量高于施用配
施尿素 112.5 kg/hm2（T1）处理，蛋白质含量略有
下降。复合肥与生活污泥及商品有机肥等配施条件
下，配施生活污泥的小麦籽粒湿面筋、干面筋和淀
粉含量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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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干面筋和 

湿面筋含量的影响

注：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 0.01、0.05 显著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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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蛋白质和淀粉含量的影响

2.3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重金属含量的

影响

表 3 为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重金属含

量的影响，参照《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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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中多环芳烃类有机污染物含量的影响 （mg/kg）

处理 萘 苊烯 苊 芴 菲 蒽 荧蒽 芘
苯并（a）

蒽
䓛

苯并（b）

荧蒽

检出限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CK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1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2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3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4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5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6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7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8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T9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表 3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籽粒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mg/kg）

处理 Cr Pb Cd As Hg

CK 0.55 0.13 0.021 0.03 0.002

T1 0.41 0.08 0.021 0.02 0.002

T2 0.43 0.07 0.019 0.03 0.002

T3 0.71 0.10 0.022 0.03 0.002

T4 1.33 0.11 0.019 0.03 0.003

T5 0.55 0.13 0.025 0.05 0.002

T6 0.45 0.10 0.020 0.06 0.001

T7 0.68 0.12 0.021 0.03 0.002

T8 1.03 0.10 0.023 0.06 0.002

T9 1.14 0.16 0.022 0.07 0.00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2017）
1.0 0.2 0.1 0.5 0.02

2017 可知，各处理小麦籽粒 Pb、Cd、As、Hg 的含

量均未超过国家限量标准。与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hm2（T2）处理相比，施用生活污泥 6000 kg/hm2

（T3）的小麦籽粒 Cr、Pb、Cd 含量更高。相同复

合肥施用水平下，施用生活污泥 1500 kg/hm2+ 复合

肥 525 kg/hm2（T5）处理较施用复合肥 525 kg/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T8）和商品有机肥 1500  

kg/hm2+ 复合肥 525 kg/hm2（T7）处理的小麦籽粒

Pb、Cd 含量最高。施用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

肥 600 kg/hm2（T4）的小麦籽粒中 Cr、Pb、As、Hg

含量高于复合肥 600 kg/hm2+ 尿素 112.5 kg/hm2（T1）

处理。本试验表明：随着生活污泥施用量的增大，

小麦籽粒重金属含量呈增加趋势。

施用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肥 600 kg/hm2

（T4）、复合肥 525 kg/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

（T8）及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肥 450 kg/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T9）处理中，小麦籽粒 Cr

含量超过国家限量标准（1 mg/kg）。施用生活污泥

堆肥会增加作物重金属积累，但不同元素增幅存

在差异［21］。也有文献报道施入污泥后，小麦、玉

米等农作物籽粒中重金属含量并未显著增加［22-23］，

这可能与施用的生活污泥类型及作物品种有关。施

用生活污泥对小麦籽粒重金属积累带来不同程度

的风险，随着用量的增加，小麦富集重金属的可

能性越高。由于重金属具有累积性污染，生活污泥

堆肥农用时，应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严格控制施

用量，合理用于当地农业生产，避免造成食品安全 

问题。

2.4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有机污染物含

量的影响

表 4、5 分别为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

中多环芳烃类、酞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含量的影响。

由表 4、5 可知，小麦籽粒中多环芳烃类、酞酸酯

类有机物的含量均低于检出限，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Jones 等［24］研究报道：施用污泥，小麦

籽粒及牧草中有机污染物含量增加，连续施用会

提高污染风险。申荣艳等［25］研究发现：污泥的施

用会不同程度增加植株及土壤中多氯联苯和多环

芳经等有机污染物的含量。马晶晶［26］同样报道了

污泥中有机污染物对作物具有污染风险。但 Waq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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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不同生活污泥用量对小麦籽粒中酞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含量影响 （mg/kg）

处理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检出限 0.1 0.1 0.1 0.1 0.1

CK <0.1 <0.1 <0.1 <0.1 <0.1

T1 <0.1 <0.1 <0.1 <0.1 <0.1

T2 <0.1 <0.1 <0.1 <0.1 <0.1

T3 <0.1 <0.1 <0.1 <0.1 <0.1

T4 <0.1 <0.1 <0.1 <0.1 <0.1

T5 <0.1 <0.1 <0.1 <0.1 <0.1

T6 <0.1 <0.1 <0.1 <0.1 <0.1

T7 <0.1 <0.1 <0.1 <0.1 <0.1

T8 <0.1 <0.1 <0.1 <0.1 <0.1

T9 <0.1 <0.1 <0.1 <0.1 <0.1

等［27］研究表明：在多环芳烃类有机物污染的土壤

中增施 2% ～ 10% 热干化污泥，可有效降低黄瓜

对多环芳烃类有机污染物的富集。余杰等［28］分析

了国内外城市污泥中有机污染物现状，针对我国环

境现状提出城市污泥中常见的多环芳烃及壬基苯酚

类等有机污染物，应作为典型的有机污染物加强 

研究。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施用生活污泥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主要原因

是生活污泥含有大量养分，有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及生物量积累，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9-30］。本

研究发现：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15-15-

15）450 kg/hm2（T6）处理，更有助于增加小麦产量。

生活污泥与传统化肥及有机肥的合理配施是今后生

活污泥资源化利用的方向之一，降低生活污泥造成

环境风险的同时，也利于农田有机养分替代及化肥

减量。施用生活污泥对小麦不同品质指标提升效果

不同。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处理相对

空白不施肥（CK）处理的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

筋和淀粉含量分别提高了 19.7%、15.2% 和 7.83%；

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 450 kg/hm2（T6）配

施条件下，小麦籽粒淀粉含量比空白不施肥（CK）

处理提高了 23.94%。今后可针对不同作物品质提

升要求，开展施用生活污泥与传统化肥及有机肥的

合理配施试验，研究最适宜的施肥方案。本试验表

明：与单施污泥 3000 kg/hm2（T2）处理相比，施用

污泥 6000 kg/hm2（T3）的小麦籽粒 Cr、Pb、Cd 含量

更高，随着生活污泥施用量的增大，小麦籽粒重金

属含量呈增加趋势，这与戴亮等［31］的研究结论一

致。但不同元素增幅存在差异，施用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 合 肥 600 kg/hm2（T4）、 复 合 肥 525 kg/

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T8）及生活污泥 750 

kg/hm2+ 复合肥 450 kg/hm2+ 水稻秸秆 6000 kg/hm2

（T9）处理中，小麦籽粒 Cr 含量均超过国家限量标

准（1 mg/kg），这可能是因为施用化肥会引起土壤

酸化，土壤中有效态重金属含量提高，进而被小麦

吸收富集；施用生活污泥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土壤

pH 值，有助于抑制某些可溶性金属有机配合物的

形成［32］；生活污泥中的有机质在分解过程中可生

成不溶性盐，从而降低重金属 Cr 的有效性［33］，这

与国内王美等［21］及国外 Lakhdar 等［34］研究结论

类似。生活污泥农用时，因重金属具有累积性污染

特性，在推广上需延长试验年限，连续监测施用污

泥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综上分析，建议在

生活污泥安全利用的前提下，单独施用生活污泥

6000 kg/hm2 水平及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

（15-15-15）450 kg/hm2 配施用量，有助于小麦产

量及品质的提升。

目前，对于生活污泥产生的有机污染物风险控

制方面的报道较少，有机污染物在土壤和作物中的

累积和富集是一个缓慢持续的过程，仍需要进行长

期大田定位试验，加强典型有机污染物的监测。不

同作物种类和不同类型有机污染物吸收和转运的机

理，以及与土壤中有机污染物浓度的关系，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生活污泥施用对农田微塑料污染问

题［35］，也还未在相应法律法规中对其排放标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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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界定。新形势下，应针对我国生活污泥处理处置

的现状、技术和发展趋势，加大对污泥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以及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新技术、政策

与实践的研究。加快对生活污泥处理处置方面的政

策、建设、运行等相关标准的制定，推动生活污泥

资源化利用。

3.2　结论

施用城镇生活污泥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单施

生活污泥（T2、T3）较空白不施肥（CK）处理小

麦增产 83.85% ～ 139.04%，与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hm2（T2）处理相比，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

（T3）显著提高了小麦产量。在一定范围内，小麦

产量随着污泥用量的增大而增加。

施用城镇生活污泥有利于提升小麦籽粒品质。

与空白不施肥（CK）处理相比，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处理的小麦籽粒干面筋、湿面

筋和淀粉含量分别提高了 19.7%、15.2% 和 7.83%。

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的小麦籽粒干面筋

及湿面筋的含量显著高于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hm2

（T2）处理。

单施生活污泥 6000 kg/hm2（T3）的小麦籽粒

Cr、Pb、Cd 含量比单施生活污泥 3000 kg/hm2（T2）

处理高。部分施用生活污泥与复合肥配施（T4、

T8、T9）处理的小麦籽粒中 Cr 含量超过国家限量

标准（1 mg/kg）。施用城镇生活污泥的小麦籽粒中

多环芳烃类、酞酸酯类有机污染物含量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建议单独施用生活污泥在 6000 kg/hm2 水平或

生活污泥 2250 kg/hm2+ 复合肥（15-15-15）450 kg/

hm2 配施的情况下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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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municipal sewage sludge on wheat yield， quality and safety
WU Sheng1，ZHANG Jun-sen1，ZHANG Jie-yu2*，WANG Qiang1，ZHANG Zhen1，LI Guo-liang3，4，KANG Ting-ting3，4，

MA You-hua1（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6；2．Lu’ 
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Lu’ an anhui 237158；3．Bengbu Qiru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Bengbu Anhui 233000；4．Bengbu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Bengbu Anhui 233000）

Abstract：Aiming at the potential pollution risk of urban domestic sludge applied to farmland，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domestic sludge on the yield， quality and safety of wheat，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urban domestic sludge in agri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municipal 

sewage sludge improved wheat yield．The yield of wheat under singl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sludge （T2， T3） was increased 

by 83.85% ～ 139.04% compared with that of CK treatment．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e wheat yield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domestic sludge．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sludge 2250 kg/hm2 with compound fertilizer 450 kg/

hm2（T6） wa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wheat yield， and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urban domestic sludge was 

conducive to the replacement of organic nutrients and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The application of municipal sewage sludge 

wa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wheat grain quality．Compared with CK treatment， the contents of wheat grain dry 

gluten， wet gluten and starc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applying domestic sludge， and the contents of wheat grain dry 

gluten and wet gluten were increased by 19.7%， 15.2% and 7.83% by applying domestic sludge alone at 6000 kg/hm2（T3） ． 

The Cr content in wheat grains of some fertilizers treated with domestic sludge （T4， T9） exceeded the national limit（1 mg/

kg）．With the increase of domestic sludge， the risk of heavy metal enrichment in wheat grains increased， but the increase of 

different elements was different．The content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phthalates organic pollutants in wheat 

seeds we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For agricultural use of urban domestic sludge，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it separately at the level of 6000 kg/hm2．In the case of the combination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sludg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2250 kg/hm2 of domestic sludge + compound fertilizer（15-15-15） 450 kg/hm2 of dosage is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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