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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是牛的排泄物，是过去的草原、今天的牛粪、未来的
燃料。牛粪作为低碳燃料，相对于其他传统燃料而言对环境的
破坏力度较小、易燃、生产周期短、使用便捷，因此被藏区
人们视为最佳的燃料，深受他们的喜爱。我们通过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了解到牛粪“变废为宝”的历程，以及牛粪的多功
能的利用。本篇以牛粪的传统及现代功能来体现，并叙述它的
功能及价值。

1　传统功能
1.燃料：由于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从大自然中获取燃料

资源有限，所以对牛粪的依赖度较高，而且牛粪的燃点很低,即
使在含氧量较低的高原,一张废纸就能引燃，而且有着升温快、
再生周期短、燃烧充分、火焰温度高、燃烧时间长等特点。由
于高原气候干燥且日晒充足,一天下来基本就全部晒干第二天即可
充当燃料,人们把多出来的牛粪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2.肥料：牛粪作为天然肥料，属于有机化肥，主要成分是
干草和青草。牛粪中含有粗蛋白10%--20%,粗脂肪1%-- 3%，无
氮浸出物20%--30%，粗纤维1 5%--30%，因此具有很高的养分，
进行施肥后能蓬松土壤，改善土地板结情况，螯合土地里的微
量元素，提升土壤肥力等。它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方式，剩余的牛粪，与干草混合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发酵
后，可以作为肥料在播种的季节，进行施肥，不仅可以提高土壤
的肥力，而且可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和农产品的品质。另一种方
式，把晒干的牛粪，作为燃料经过高温燃烧之后，所残剩的灰烬
进行再次利用，通过堆积达到一定的量之后可以作为燃料，进行
施肥。能减少对土壤、环境的污染，保持农业生态平衡。

3.藏药的成分：在藏区，牛粪被看作是风疾[风病属于或关于
神经错乱或神经错乱的。包括心血管、神经系统和神经系统。]的

“近亲”，其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点燃的牛粪上加点儿风药，这
所产生的烟，可以使患者的风疾得到缓解。还有在发炎的伤口处
涂抹新鲜的牛粪，可以使其炎症得到缓解。

4.寓意吉祥:在特定的场合寓意吉祥。
（1）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在大门口放置献有哈达的一袋牛粪

和一桶清水，这是对新婚夫妇的祝福，祝他们百年和好。
（2）在牧民们进行迁移时，新的居住地放置一幅唐东杰布的

唐卡和一袋牛粪，寓意着主人住进新居后的生活富裕，人畜皆安。
（3）过去在西藏民间每当人们在田间路边看到光滑的“久瓦”

时，总是情不自禁的称道：“久瓦斯夏扎几嘟”，就是把“久瓦”比
作金菇[又名黄蘑菇，皇菇、黄环菌，是藏区常见的一种呈金黄色
的菌类，是一种名贵食用菌，也是一种重要的高原生物资源]，并
被赋予一种吉祥的寓意，代表见到者近期会有好运。

5.房屋防水：牛粪吸水性强，同时易于晒干，农区普遍在院
墙上放置牛粪，起到给墙体防水的作用，以免墙体受到雨水侵蚀，
导致倒塌。

6.储蓄功能：牧民们把晒干的牛粪弄成房子的模样，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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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粪在藏区被称为“久瓦”，是藏族传统的燃料之一。它在藏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作为燃料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还在特定的场合作为装饰物寓意吉祥。现今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新时代背景下，“久瓦”的更多功能被人们所
发掘，其价值得到了更好的利用。特此，我们通过对比“久瓦”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所体现的价值及功能，让人们了解更多关于

“久瓦”的知识，倡导人们突破传统单一化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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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一层新鲜的牛粪再进行风晒，每年入寒之时，将食物放置在里
面，以免被冻坏。

2　现代功能
1.加工产品：传统的牛粪作为各种产品的原材料，改变过

去单一的运营模式，通过后期技术的处理实现牛粪功能的多样化。
（1）藏香：藏香，是有着上千年传承历史的藏民族传统手工

艺品，也是藏族人民“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必需品。藏族大学生
央珍和才旦成立了位于安多县的第一家藏香（品牌）公司——仲
亚慈悲牛粪藏香生产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将传统藏香的制作
工艺和现代化机器设备相结合以牛粪作为原料而生产特色藏香的
本土企业。这个产品是由牛粪、檀香和名贵藏药混合在一起后形
成的。

（2）沼气：把大量的牛粪倒入沼气池并加入充足的水，进
行长时间的封闭式发酵后，形成沼气。其工作原理是：在水压
式沼气池中，当发酵产生的沼气逐步增多时，气压随之增高

（气压表显示）出料间液面和池内液面形成压力差，因而将发
酵间内的料液压到出料间，直至内外压力平衡为止。当用户使用
沼气时，池内气压下降，出料间中的料液便被压回发酵间内，以
维持内外压力新的平衡。这样不断地产气和用气，使发酵间和出
料间的液面不断地升降的池型称为水压式沼气池。

（3）发电：以牛粪为主要底物,研究了300、600、900W超声
对底物进行预处理后,对MFC的产电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底物
经600W超声处理后,MFC获得了最高的输出电压达到212mV,功率密
度和电流密度 最大,分别达到102mW/m~ 2和102mA/m~2;COD的去
除率最高,达到74.6%。

2.文化产业：给产品赋予一定的文化色彩，助推产品的畅销。
由于藏区浓厚的文化底蕴，使牛粪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带
动了与牛粪相关的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带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积极推动脱贫攻坚战的进程。

（1）2014年5月18日剪彩开馆的西藏牦牛博物馆，是一个以
牦牛和牦牛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它把牛粪作为镇馆之宝，因为
牛粪在汉语中有一个说法“薪火相传”，薪就是木柴，但藏区木柴
稀少所以被称为“牛粪相传”，它温暖了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成为
宣传牛粪文化的渠道之一，并且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力的推动了脱贫攻坚。

（2）艺术品：青海省海西天峻县舟群乡牧女杨尖拉姆制作了
各种形状不一的牛粪艺术品，受到网友的一致好评。这给未来牛
粪的价值利用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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