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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畜牧养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防治措施
刘广亮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50111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国家加大了对畜

牧养殖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了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影响畜牧养殖业的可持续

发展。为了减少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畜牧养殖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环保意识，在养殖过程中落实国家关于生态环境

保护的标准，推动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本文主要阐述畜牧养殖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重点论述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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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我国农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我国畜
牧养殖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家庭散养已经开始向着集约化和
规模化的饲养方式转变，一些大规模的畜牧养殖企业纷纷出
现，在推动我国畜牧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问题。随着畜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空气、水源、土
壤造成比较大的污染，形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
动物生长所需要的环境和资源，也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畜
牧养殖产业出现的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也会影响畜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该明确分析畜
牧养殖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的原因，找到具体的治理环境污染
的方法，并且提出科学有效地防控对策，解决畜牧养殖环境
污染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推动我国畜牧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畜牧养殖业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一）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大规模畜牧养殖会产生大量粪便排泄物，如果不能有效

地处理粪便排泄物，会造成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此外，粪便
排泄物数量大也会扩大污染范围，导致污染程度增加。畜牧
养殖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畜牧养殖中，有些牲畜可能因为疾病死亡，但养殖户没有
做好尸体处理工作就随意丢弃，导致周围的环境遭到污染。
第二，在牲畜屠宰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废水，会对周围的水
资源和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二）畜牧养殖业对水质造成的污染
第一，冲刷粪便造成的水质污染。在畜牧业养殖中可能

造成的污染包括水污染，养殖过程中动物产生的粪便经过露天
堆放后在雨水冲刷下会流入湖泊，造成河流或湖泊污染，长此
以往会影响水资源的质量。第二，粪便还田不当造成的水质污
染。畜牧养殖中产生的大量粪便没有经过处理后还田，虽然能
提高土壤肥力，但也可能造成水质污染问题，如果粪便缓解不
当，会造成粪便中所含的重金属沉淀，经过雨水的冲刷，影响
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也不利于水生生物的生长。水资源
污染也会影响居民用水情况，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

（三）畜牧业养殖对人和牲畜的污染
畜牧业养殖经常会出现一些传染性疾病，不仅会在动物

之间传播，甚至会传染给人类。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有 90 多
种疫病可以由动物传染给人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第一，
病死动物没有妥善处理。有些养殖户的疫病防控意识比较差，
对病死动物没有妥善处理，一些不法分子购买病死动物进行
加工出售，增加了人类感染疾病的风险。第二，没有妥善处
理牲畜粪便也是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传播媒介。第三，药物和
添加剂残留的污染。在畜牧养殖中，为了治疗疫病会使用大
量的药物和添加剂，长期用药不仅造成动物体内有大量的药
物残留，危害人体健康。而长期使用抗生素会加大疾病治疗
难度，影响动物健康。

（四）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畜牧业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粪便产生的恶臭和

温室效应等。第一，畜禽养殖中产生的恶臭主要来自于粪便
排出体外之后分解所产生的有害气味。第二，调查研究显示，
畜禽产品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贡献最大，温室气体排放主要
来自于畜禽的饲养和粪便管理等。畜牧业的规模化发展使得
种植大豆和谷物等饲料作物的土地需求明显增多，也在一定
程度上间接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为在土地稀缺的情
况下，饲料作物种植会造成森林植被砍伐，导致森林对温室
气体吸收能力下降。

（五）兽药残留污染
在畜牧养殖工作中，为了降低动物发病概率，防止动物

出现疫病，饲养人员经常会在动物饲料中添加一些抗生素，
导致动物体内存在兽药残留，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养
殖过程中，经常会对动物圈舍进行消毒、杀菌，在药物选择
过程中，如果配比不合理，也会造成一定的兽药残留污染。

二、畜牧养殖中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
（一）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对企业、城市居民生活方

面较为重视，而对畜牧养殖业有所忽视，相关法律法规不够
健全。在畜牧养殖业中，对环境保护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可
以遵循，惩治力度不够，从而无法有效地遏制环境污染。当
前，畜牧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只有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执行力度，才能更好地规范养
殖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二）养殖从业者环保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畜牧养殖业中，饲养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没有

认识到畜牧养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重视对粪便的清理，
对圈舍的维护。很多养殖人员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重视
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而环境保护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
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养殖方式粗放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畜牧养殖业的规模、规范性、科

学性都不够，养殖设施老化，养殖环境不科学，设备污染严
重等问题频频发生。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小规模养殖户的卫
生条件更是不能得到规范，在粪污处理、养殖设施等硬件设
施不够齐全，不能将动物粪便进行加工再利用，对环境造成
比较大的污染。

（四）对动物无害化处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还有很多养殖户对动物无害化处理不够重视，对

病死禽畜尸体随意乱扔，导致动物疫病的传播，造成环境污
染。无害化处理不到位不仅是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对无害化
处理知识的缺乏，不了解随意乱扔可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先
进的无害化处理设备，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五）治理畜牧业污染的措施不到位
我国地大物博，很多养殖户处于偏远的农村地区，经济

条件落后，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对环境污染防护工作及治理
不够重视，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和设施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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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牧养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防治措施
（一）提高养殖户的环境保护意识
畜牧养殖业中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和养殖户的环保

意识有直接关系，有些养殖户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差，没有
认识到畜牧养殖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为此，相关工作
部门应加大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力度，让其认识到保护生态
环境的重要性，在畜牧养殖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养殖
户采用环保的养殖方式，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此外，
政府部门还要加大法律宣传管理力度，认识到严重的环境污
染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畜牧管理部门定期对养殖环境进
行检查，严厉整改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并且制定相应
的措施，针对保护生态环境养殖人员给予鼓励，提高养殖户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积极性。除了要定期检查养殖场的养殖环
境，还应派遣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养殖户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向养殖户传授粪便无害化处理方法，确保养殖场的环境污染
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做好粪便的处理工作
畜牧养殖业中的动物粪便是主要污染源，为此，养殖人

员应提高粪便处理意识，采取科学、有效的粪便处理方法，
不能随意丢弃。在粪便利用方面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提高
饲料利用效率，推动畜牧养殖业的生态化发展。可以集中收
集动物粪便，收集地区要远离水源，之后做好粪便处理工作，
将其加工成有机肥料，之后还田处理，不仅可以减少污染，
还能实现资源利用，推动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物理修复
在畜牧养殖工作中，动物粪便中还会排出重金属物质，

可以采用物理修复方法进行消除，其中土壤淋洗法是一种常
用的方法，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可以转移到土壤液中，采用结
合沉淀的方法对重金属进行处理，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生态。
一般采用硫酸、硝酸、盐酸等减少土壤中铜的含量。另外，
可以通过堆肥有效降低金属的活性，减少金属对农作物和土
壤造成的污染。通过自然堆肥可以有效降低微生物的危害和
污染，如鸡粪在经过 2 ～ 3 个月的堆肥后，可以减少大肠杆
菌的含量，达到排放标准。还可以采用好氧堆肥或厌氧消化
的方式，消减抗生素的作用，减少抗生素对微生物种群的
影响。

2. 生物修复
在畜牧养殖中，对环境污染问题可以采用生物修复，主

要包含微生物修复模式及植物修复模式。微生物修复主要通
过蓝细菌和菌根真菌等生物，对重金属进行吸收，使其可以
沉淀，从而降低重金属的毒害。植物修复是利用植物系统的
根系，使重金属可以转移，这样可以减少重金属的污染，使
得土壤污染可以得到修复。当前已出现了很多植物修复方法，
对土壤污染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利用鸭拓草可以吸收
土壤中的铜，从而达到修复土壤的目的。

（三）采用生态养殖的方式
为了减少畜牧业养殖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应采用生态养

殖方式，向养殖户宣传和推广生态养殖方式，推动畜牧养殖
业的可持续发展。养殖场设计前要做好考察工作，采用先进
的养殖技术，实现生态养殖目标。此外，可以将畜牧养殖和
农业、渔业等行业相结合，实现资源利用。

（四）严格地控制药物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
第一，在畜牧养殖中，为了治疗动物疾病，经常会使用

一些药物添加剂和抗生素类药物，虽然某些疾病通过药物能
治愈，但长期使用会导致动物耐药性增强，加大疾病防护和
治疗难度，药物也会在动物体内残留，直接危害使用者的身
体健康。为此，在疫病治疗中应尽量减少使用抗生素，减少
药物使用频率，应科学地预防疫病，做好养殖场日常的卫生
和消毒管理，确保养殖场干净卫生，通过科学的管理工作减

少动物疫病的发生，以此来减少药物的使用频率。第二，养
殖户应严格地把控饲料质量，在安全标准内使用添加剂，确
保饲料的安全，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使用绿色和污染的饲料，
最大限度地减少添加剂的使用，提高动物免疫能力，确保动
物的健康生长，减少疾病的发生概率，以此减少对生态环境
的污染。

（五）提高畜牧生态养殖的技术水平
从当前的我国生态养殖情况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

在一些差距，主要是一些养殖户过度的追求养殖经济效益，
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此，相关的工作部门应该加大
对生态饲料的研发力度，包括对饲料的配方和畜牧产品的择
优选择等方面，并且做好排泄物的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六）加强科学规范管理
1. 完善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畜牧业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不断

提高，相匹配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不断完善，这样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应推广畜牧养殖新技
术，积极采购先进的设备，对兽药、饲料、圈舍卫生等方面
进行严格管理，使得养殖过程中可以保护好生态环境。针对
当前畜牧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应明确对待，健
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对环境污染
问题进行全面治理。

2. 科学选择，规范管理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养殖场所和养殖环境非

常重要，也决定了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因此，在经
营过程中，应提高对畜牧养殖生产的认识，认识到畜牧养殖
不仅是要提高经济效益，还要关注周边生态环境。养殖场选
址要远离人口密集区域，避免对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影响。
另外，应选择鱼塘、林地及农田周围，这样可以满足生态养
殖需求，为畜牧生产废弃物处理提供有利条件。

3. 落实畜牧生产中的卫生管理问题
在畜牧养殖工作中，很多环境污染问题都是由于卫生管

理不到位引起的。因此，应加强对畜牧养殖生产过程中的卫
生管理问题，做好各环节的卫生管理，提高动物生存环境。
饲养人员应做好卫生管理方案，对重点区域进行合理管理，
在饲料制作和搭配方面应科学合理，对动物粪便要及时清理，
采取科学的方法降低氨气排放，减少臭味，防止环境污染。
饲料的选择、堆放和管理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防止造成
浪费。圈舍卫生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科学合理地安排，
保持圈舍通风和干燥，利用好除臭剂和消毒剂，保持动物卫
生和健康。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推动了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使牲畜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污染问
题。当前畜牧业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动物粪便和污水，应
采取现代化科学的养殖方式，重视畜牧业养殖的生态效益，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推动我国畜牧业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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