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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畜禽养殖业是杭锦后旗的传统产业，也是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增加收入的主导产业。但是随着畜禽养殖规

模的不断扩大，畜禽粪便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因此，加强畜禽粪污治理，推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将畜禽粪污变废为宝，实现减量化、资源化

是有效解决养殖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1　畜禽粪污处理现状分析

近期，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启动畜禽粪污集中处理设

施运行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畜禽粪

污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改，

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我国畜禽粪污的处

理现状不容乐观，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猪场粪便污染物

进入水体的流失率在 3.0% ～ 6.2%，而液体排泄物可以

达到 50% 左右。从不同的年份进行对比，随着养殖规模

的不断扩大，畜禽粪便的年排放量在 1988 年只有 18.8 亿

t，到了 1998 年增长到 35 亿 t，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已经涨

到了 42.44 亿 t，而且数值还一直在增长中。

畜禽粪污处理不及时会造成很多污染情况，动物的

粪便中含有较多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这些都是致

病的病原体，传染能力很强，会造成人、畜传染病的蔓

延。由于喂养的饲料中掺杂了一些人工合成饲料，粪便

中的 BOD、COD 以及一些重金属如果进入水体中，会造

成饮用水的污染，导致河水等富营养化。粪便处理不及

时，在露天环境下也会散发氨气甚至是硫化氢，造成大

气污染并影响人的安全，而 CH4 和 CO2 等进入大气中会

产生温室效应。同时，一些没有进行无公害化处理的粪

便进行农田的灌溉或者施肥，很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使

土壤的自修复能力变差，农作物产量减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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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畜禽粪污处理常见模式

2.1 种养结合模式

种养结合模式就是以养殖促种植，以养殖促特色，

实现种养一体、生态循环的养殖场建设。养殖区采用当

前主流的饲养管理设备，运用中心综合环境控制系统等

高效工具进行科学养殖，建立严格的卫生防疫系统，以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发展建场，有效地解决粪污问题。

同时依靠种植产业重点解决养殖场畜禽粪污利用问题，

借助因地制宜的种植业的产地优势，以种养结合的形式

实现粪便有机肥的资源的利用，实现环境友好、生态循

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

2.2 生物有机肥生产模式

目前国内大规模的养殖场可以通过自行生产有机化

肥，建设专用的生产有机肥工厂，并成立专业的有机化

肥制造车间，实现高质量无菌的有机化肥生产，促进畜

禽粪污的循环利用。为能顺利有效的进行有机化肥生产，

养殖场要将粪污进行规范的清理工作，以养猪场为例，

猪舍的地板应该要进行漏缝处理，保证猪产生的粪污能

及时通过漏缝排出，而地板下面的粪池应该要设计一定

的坡度，使得粪污能集中到一起。而地面式的猪舍由于

地面不能筛漏粪污，可采取人工清粪的形式，进定期的

清粪工作，而尿液应采用地下暗管进行集中输送处理。

3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规模以下养殖场（户）使用的堆沤肥发酵

不充分，部分规模养殖场（户）液体粪污的发酵时间短、

腐熟灭菌不彻底，导致粪污还田过程存在农业面源污染

风险。二是虽然好氧堆肥发酵温度高、粪便无害化处理

较彻底、发酵周期短，但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离生活

区较近，堆肥发酵产生的大量臭气严重影响人居环境。

三是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

责任意识不强，常出现不按规程利用的情况，对周边环

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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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水平较低，常按照传统的养殖思维从事生产，缺乏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意识，将畜禽粪污乱堆乱放乱弃，存

在安全生产隐患。四是粪肥还利用技术及监测体系不健

全，缺乏较为明确的适用标准，大多数养殖场（户）全

凭经验进行粪污发酵及还田处理。五是施用发酵不充分

的粪肥会产生有害病菌和虫卵，种植企业（户）对养殖

场（户）生产的有机肥料的质量有所质疑 [3]。

4　畜禽粪污产业循环利用模式

4.1 产业园区配套循环模式

畜禽养殖园区要建立与养殖类型、规模相适应的配

套设施，如沼气工程、储粪池、堆粪场、污水深层处理

装置、有机肥加工车间等。除此之外，畜禽养殖园区还

要建立能够吸纳这些粪污处理产物的场地，如草地、果

园、农田等，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畜禽养殖园区内部形

成完善的循环体系。

4.2 旅游体验共生循环模式

畜牧旅游业又被叫作旅游畜牧业、观光畜牧业及休

闲畜牧业，是一种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且利用畜牧养

殖地区的旅游观光资源以及养殖自然条件进行旅游、观

光及休闲的新型畜牧旅游形态产业的灵活性发展。同时

也是全面利用畜牧资源，整合畜牧产业结构，创新畜牧

业经营形式，增加畜牧人员经济创收的新型发展道路。而

这种模式则与空间配置、立体循环模式不同，主要运用于

各种中型大型的养殖场。这种新型的畜牧发展模式也是当

代经济不断发展催生的结果。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也逐渐在重视，接受并倡导无公害污染的绿色蔬菜、健康

品质好的畜牧肉类，才催生出这样的畜牧业新兴的旅游结

构，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也拉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4]。

4.3 立体式、空间式循环利用模式

立体式、空间式循环利用模式主要包括立体养殖、

林下养殖、田间养殖等类型。这种发展模式可以提高资源

利用率，增加养殖效益。林下养殖是指利用林下空间发展

养殖业，例如可以在种植果树的同时，发展散养鸡业，可

以增加空间利用率及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达到以

牧促林、以林养牧的效果；田间养殖与林下养殖较为类

似，具体是指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发展畜牧养殖业。例如

可以在水稻种植的同时发展养鸭业，不仅可以抑制稻田杂

草生长，而且可以增加稻田肥力，促使稻田更好生长；立

体养殖是指在有限范围空间内，利用生物链将各个生产环

节有机串联起来，形成相对完善的循环系统，以此来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地下种植是指在地上种植农

作物，地下建立养殖车间，发展畜牧养殖业 [5]。

4.4 干清粪加堆肥发酵加沼气处理加农田利用

该种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可以将粪污与污水进行分

离，实现粪污的综合利用。对猪舍等的粪便进行处理，

采用自然干化、堆肥发酵、高温爆气等工艺，利用粪污

的自然学特征和机械处理技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能将

粪污进行完全腐化，从而生产出有机肥。污水经过厌氧

发酵产生沼气，沼液经过短暂的贮存净化后用于农田灌

溉。在粪便堆积中，经过 1 ～ 3d 的自然发酵干化，肥

料就可以利用。积肥棚的大小一般按照 10 头猪 1m2 的

规模建设，四周设 1m 高的围墙，留下出口。发酵前要

进行预处理，将粪污、辅料（木屑、谷壳）、发酵菌种

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一般为粪便 85% ～ 90%、辅料

10% ～ 15%、菌种 0.01%，将物料的水分控制在 60% 左

右。该种模式一般适用于较大的养殖场，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参数进行设计。

4.5 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

对于养殖场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不进行分离，将粪便、

尿液以及污水等集中收集起来，全部放入到厌氧塘中贮

存，经过充分的厌氧发酵之后，在施肥季节将其放入农

田之中，代替传统的有机肥。该种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

粪污的收集和处理较为集中，减少粪污的来回运输，贮

存设施的建设成本较低，处理费用不高。存在的主要不

足之处就是粪污的贮存周期一般在 0.5a 以上，在施肥的

时候需要配套专业的搅拌设备。主要适用于猪场水泡粪

工艺或奶牛场自动刮粪回冲工艺 [6]。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畜禽粪污的集中产出对养殖区周边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影响，应发展适度规模的畜禽养殖，

不断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效率和水平。实现资源的

可持续化利用，让生态畜牧业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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