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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省是畜牧养殖大省,畜牧养殖对该省的农民脱贫致富和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近年来,随着畜牧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问题。畜牧节水技术的推广实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举措,能进一步发掘畜牧养殖业的节水潜

力,进而推动畜牧业现代化发展,助理力乡村战略实施。本文主要介绍了陕西省畜牧业发展现状、
畜牧节水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畜牧节水技术,并对畜牧节水的推广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畜牧节水,关注畜牧节水,践行畜牧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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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anxi
 

Province
 

is
 

a
 

large
 

livestock
 

farming
 

province,
 

and
 

livestock
 

farm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
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farmers
 

in
 

the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livestock
 

breeding
 

has
 

further
 

expanded,
 

but
 

water
 

shortag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stock
 

industry.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vestock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ini-
tiativ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vestock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an
 

also
 

further
 

explore
 

the
 

water
 

conservation
 

potential
 

of
 

livestock
 

farming,
 

and
 

the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ive-
stock

 

industry,
 

assistant
 

force
 

rur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problems
 

of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servation
 

and
 

related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serva-
tion.

 

I
 

hope
 

to
 

let
 

more
 

people
 

understand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servation,
 

pay
 

attention
 

to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
servation,

 

practicing
 

animal
 

husbandry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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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是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大省之一,畜牧业

在当地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陕西省畜

牧业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养殖场和农民养殖户规模

化程度提高。全省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5.6%,
较201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陕西省地处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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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受限于地理位置,水资源相对匮乏。水资源短缺

日益成为制约该省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
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合理利用水资源,拓展节

水空间,是提升畜牧产业层次,转变畜牧业增长方

式,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选择,是推进畜牧

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为此,陕西省加大了畜

牧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持力度,引入畜牧节水的畜

牧业管理方法和相关科学技术,以此推动养殖业的

现代化发展。畜牧节水是一种注重减少和合理使用

水资源的畜牧业管理方法。通过推广和实施畜牧节

水相关理念和技术,可以减少水的使用量和浪费,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畜牧业对水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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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进一步推动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现
代化发展。

1 陕西畜牧养殖基本情况

目前,陕西省养殖的畜牧品种主要包括猪、牛、
羊、家禽等。2020年,全省猪、牛、羊、家禽存栏分别

达到849.8万头、151.2万头、871.7万只、7738.3
万只,较 2015 年 增 长 0.5%、3.0%、24.2% 和

14.9%;肉、蛋、奶产量分别为106.4万t、64.2万t、

175.1万t,分别增长-7.2%、10.5%、-8.8%;畜
牧业产值893.4亿元,增长34.2%。此外,陕西省

还包括奶山羊、鹿、兔子等特色养殖业,通过地方品

种和独特的养殖环境,提供了特有的地方农产品。
总体来说,陕西省畜牧养殖业稳步向前,标准化规模

养殖进一步扩大,养殖种类呈多样化展。在提供就

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消费

者提供了肉类、乳制品、和禽蛋等多样化的畜产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相信

陕西省的畜牧养殖业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实现由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逐步形成绿色、健
康、可持续的畜牧养殖业。

2 陕西畜牧节水养殖存在问题

近年来,陕西省通过畜牧节水理念的实施和节

水技术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较大缓解了水资源

紧张对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压力。但是省内一些地区

在畜牧节水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2.1 科学饮水方式普及不全面

畜禽饮水是畜牧业耗水的主要途径之一。以猪

场为例,猪场用水量主要包括生猪饮用水、车辆和栏

舍洗消用水、降温用水、除臭用水、生活用水等,其中

生猪饮用水约占猪场总耗水量的27%。先进、科学

的饮水方式的普及和应用对畜牧节水意义重大。随

着畜牧业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较多养殖户及大型

养殖场已采用自动饮水器、滴灌饮水、定时供水等与

养殖动物种类相适应的科学饮水方式。但是在一部

分地区仍在使用开放式饮水槽或喷淋系统,而且缺

乏水的量化控制,导致了水的溢出和过量使用,造成

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2.2 饮水设备设置不科学

畜禽饮水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若饮水设备设

置不当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育肥猪为

例,猪用杯式或碗式饮水器可比鸭嘴式饮水器减少

浪费饮水10%~25%;尤其当饮水流速为2
 

080
 

mL/min时,浪费率为23%,流速为650
 

mL/min

时,浪费率为8.6%。畜禽养殖过程中要根据养殖

动物种类及其所处的生长阶段合理、科学的配置饮

水设备并控制其饮水量。但在实际生产中,部分养

殖场缺乏对饮水设备设置的重视。此外,部分养殖

场依然存在设备漏水、储水设备容量不合理、饮水设

备维护不当、饮水设备设计不科学等现象。

2.3 粪污处理方式不合理

科学的粪污处理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可

以节约大量水资源。干清粪工艺符合减量化标准,
畜禽粪便产生后即可初步分离,产生的污水量少且

浓度低;固态粪便肥效价值高,可制作具有高效生物

活性的有机肥。例如,利用深层次发酵堆肥、生物气

化、干式清洁等技术对粪污进行处理可以减少使用

水的量,同时还能减少废水的产生。但是一些养殖

场在清洗畜舍和设备时采取传统的水冲洗方式,使
用了大量的新鲜水,还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2.4 畜牧节水意识不深入

部分地区畜牧从业者节水意识的缺乏是导致水

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畜牧从业者对水资

源的重要性和紧缺性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注重自身

和眼前的利益。拒绝引进先进的节水设施,在清洁

畜舍、喂水等方面使用传统的水管冲洗、自由饮水的

方式,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养殖场甚至存

在水龙头长时间开启,发现水管或其他水设施有漏

水现象但并未及时采取维修措施的现象。

3 不同方式畜牧业节水养殖技术

3.1 高效喂水技术

高效喂水技术是一种畜禽养殖中常用的节水技

术,旨在提供给动物充足的饮水量的同时减少水的

浪费。传统喂水方式多采用水桶或水槽,不可避免

的会导致水桶或水槽中水的蒸发、溢出和污染等问

题。高效喂水技术采用管道运输和自动饮水器相结

合的方式,根据动物的种类及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

水的需求,设定水的流量、水质和水温,确保每只畜

禽获得适量的饮用水,避免了过度供水和浪费。有

研究表明保育猪采用杯式饮水器和Swing
 

饮水器

较鸭嘴式饮水器更能起到一定的节水作用。高效喂

水技术的应用还能保证畜禽饮水清洁,减少畜禽患

病的风险。定期检查喂水系统的管道、阀门、连接器

和喂水器的状态,及时修复漏水点或故障,确保系统

正常运行,可以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养

殖成本,同时也对环境产生更少的负面影响。

3.2 干清粪技术

干清粪技术是一种处理畜禽粪便的方法。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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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工艺与水冲粪、水泡粪两种清粪工艺相比大大节

约了猪场的用水量,在源头上减少粪污的排放量。
相较于水冲粪、水泡粪的处理方法,干清粪技术可以

在节约用水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臭气的产

生,优化圈舍的环境卫生并实现资源化利用。该技

术通过使用刮粪板、压榨机等设备对粪便中的固体

部分与液体部分进行有效分离,再利用脱水设备,将
固体粪便中的部分水分去除,从而降低粪便的湿度。
脱水后的固体粪便进行干燥,进一步降低水分含量。
经过干燥处理的固体粪便可以作为有机肥料,用于

农田的施肥,以提供植物所需的养分。此外,它也可

以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制成生燃料或生物炭,用于

能源利用。

3.3 水资源管理与监控技术

远程监测监控系统是水资源管理中十分重要的

系统,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对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

信息数据参考,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有效性,确
保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包括水资源规划、水量监测、
水质监测、智能化监控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是减

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推动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3.3.1 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进

行水资源规划和分配。畜牧场和畜牧养殖户可以通

过评估水资源的供需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供水计

划,确定水资源的分配原则和方式,确保水的有效利

用和合理分配。

3.3.2 水资源监控 水资源监控是指对水的使用

量、水质、水资源利用效率等进行定期监测、收集和

评估的过程。可以通过安装水表、远程监控器、传感

器、流量计等设备对水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收集,再
通过互联网传输给管理者,为管理者提供实时的水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者即可通过反馈的信息及时掌

握用水效率和潜在的改进空间,从而提高水的利用

效率,减少浪费。

3.4 畜禽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技术

畜禽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是处理畜禽养殖废水

并将其转化为可再利用资源的过程。畜禽养殖废水

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处理及循环利用对环

境保护尤为重要。根据畜禽养殖废水高氮磷养分、高
有机物的特点,单一地采用物理法、化学法或者生物

法,很难达到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排放标准或农田灌溉

水质要求。
 

因此,一般情况下采用物理-化学法、生
物法中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技术组合模式来进行

畜禽养殖废水的处理。目前主要的处理方式为厌氧

+自然处理技术和厌氧+好氧处理技术。厌氧+自

然处理技术利用自然水体、土壤和生物综合作用净

化。该处理方式造价低,占地面积小,但其净化效果

不够彻底。厌氧+好氧处理技术利用微生物在好氧

的环境下对废水进行二次分解,能将有机物完全氧化

成为单纯的无机物,废水处理效果彻底。处理过的畜

禽废水可以用于灌溉、养殖用水或冲洗、生物肥料制

造等。畜禽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在实现养殖业的可

持续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和对水资源的依赖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在选择处理方式时,要充分考虑养殖规

模、废水特性、资源可行性和技术要求等因素,找到适

合自身生产需求的处理方式。

3.5 环境调控制技术

畜禽生长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畜禽身体状况

和生产性能。在规模化畜禽养殖模式大力发展的今

天,畜禽环境质量控制技术的良好应用不仅可以为

舍内畜禽生长提供适宜的温湿度,而且可以及时排

除舍内有害气体,达到疫病防治的效果。环境调控

技术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空调、暖气、湿度传感

器、空气加湿器等设备,监测并智能调整畜禽舍内的

温湿度。根据不同畜禽的种类和生长阶段,设定合

适的温度范围,保持舍内温度的稳定性,在提供畜禽

适宜的环境温湿度的同时减少因水的蒸发和挥发造

成的水分流失。该技术还包括照明控制和声音控

制,调节畜禽的生物钟、促进饲料摄食、减少畜禽舍

内的噪声对畜禽的干扰。通过合理的设置和调节,
提高动物生活环境质量,减少动物应激造成的对水

的额外需求。

4 陕西畜牧节水养殖发展建议

4.1 让科学技术落地生根

科学技术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水资源高效利

用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同样要依托科学技术的进

步。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商榷,但是加强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将创新研究成果真正应用于实

际生产当中也是实现畜牧节水,满足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此,科研机构和高校应与企业建立

紧密、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

技术难题可反馈给高校和科研机构及时解决。此外

还可以让科研机构和高校精准的了解市场需求,让
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解决实际生产

中的问题,满足企业需求,促进养殖效益。这样科学

技术便不再是空中楼阁,相反,它可以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它能够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并使其

产生持久的影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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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让管理制度优化升级

建章立制,纲举目张,企业建立科学合规的管理

制度是现代企业建设的首要任务。畜牧管理者在制

度设计的过程中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顺着桥

梁过河”相结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畜牧管理者在

制度建设之时不能堵塞视听,闭门造车。应当拓宽

眼界,积极学习并借鉴国内外高效、科学的管理制

度,顺着桥走一条顺畅、便捷的路。当然更不能照本

宣科、生搬硬套,而应该静下心来“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条积极探索之路。先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

索,才有真正适合自身发展,通往正确方向的“桥”。
社会生产在不断发生变革,管理制度也应不断调整。
因此,畜牧管理制度要与时俱进,与时俱新,顺应时

代变化潮流,不断改革创新;要与实俱进,实事求是,
制度设计应与实际生产状况相适应,不能落后于生

产,也不能跨越现状,脱离现实;要与事俱进,灵活变

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套用模板或通用策略带

来错误结果。

4.3 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畜牧节水理念的实施是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应对气候变化、畜牧从业者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

举措,同时也符合环境保护和全球水资源短缺的大

趋势。为了让每一位畜牧养殖从业者充分认识到畜

牧节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和相关媒体可以开

展畜牧节水宣传教育活动。向畜牧从业者介绍节水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清楚、简明地传达节水理念。提

供有效的行动步骤、建议和方法,积极引导畜牧从业

者实践节水理念。让每一位从业者参与其中,从而

加深畜牧节水理念的理解与认同。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畜牧节水理念的全面实施不能一蹴而就,也
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一种理念的实施之初,也许会

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理念可能

会被逐渐淡化,甚至成为历史。因此,畜牧管理者应

建立持续追踪畜牧节水理念推广、实施的评估体系,
并通过数据反馈找到新的方向和策略。只有经过长

期的宣传教育和耳濡目染,才能让每一位畜牧从业

者将畜牧节水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畜牧节水

理念贯彻落实到位,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4.4 让示范基地引领发展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建立一套全方位,各层次的

养殖企业及合作社水资源利用情况评估体系。对全

省范围内的养殖企业及养殖合作社进行评估,筛选

出符合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养殖示范基

地。不断探索实践,持续完善示范基地的养殖模式,

总结出一套值得向全省推广的可复制、可借鉴的节

水养殖新方法。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政

策和财政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专业人员应当深入

生产一线实地考察,进行技术推广,并对相关节水技

术和节水设备的使用进行现场指导。示范基地建立

后便可促进其他企业及合作社的学习借鉴,进而带

动全省畜牧节水工作的发展,有效解决用水粗放,水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推动畜牧业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逐步完成由传统畜牧业到现代畜牧业的转

化,实现畜牧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

5 陕西畜牧节水养殖发展展望

陕西省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适宜畜牧业的

发展。水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如何减小

水资源短缺的压力是确保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课题。畜牧节水技术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环境压力、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为了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合理规划和政策支持。
此外,促进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紧密结合,加
强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发挥示范基地带头作用,将
有助于解决畜牧业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将对

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产生积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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