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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禽粪污是指畜禽在养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粪、尿、污物以及与冲洗水所形成的粪尿水

混合物。畜禽养殖粪污用途较广,是宝贵资源,处理好、利用好、就会变废为宝,可用于有机肥生产、
特种养殖、沼气发电以及饲料原料(鸡粪再利用)等。将畜禽粪污纳入生产循环再利用系统,运用物

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方式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将畜禽粪污变为可利用资源,对改善养殖人居生

态、减少畜禽疾病传播、实现养殖增收、推动化肥减量有着重要意义。笔者结合我省畜禽粪污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现状,谈一些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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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imal
 

manure
 

refers
 

to
 

the
 

feces,urine,and
 

sewage
 

produced
 

by
 

livestock
 

and
 

poultry
 

during
 

the
 

breeding
 

pro-
duction

 

process,as
 

well
 

as
 

the
 

mixture
 

of
 

feces,urine,and
 

water
 

formed
 

with
 

flushing
 

water.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ma-
nure

 

has
 

a
 

wide
 

range
 

of
 

uses
 

and
 

is
 

a
 

valuable
 

resource.If
 

properly
 

treated
 

and
 

utilized,it
 

will
 

turn
 

waste
 

into
 

treasure
 

and
 

can
 

be
 

used
 

for
 

organic
 

fertilizer
 

production,special
 

breeding,biogas
 

power
 

generation,and
 

feed
 

raw
 

materials
 

(chicken
 

manure
 

re-
use).Integrat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recycling
 

system,using
 

physical,chemical,and
 

biological
 

methods
 

for
 

harmless
 

treatment,turn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into
 

usable
 

resource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
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animal
 

husbandry,reducing
 

the
 

spread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diseases,achieving
 

increased
 

income
 

in
 

aquaculture,and
 

promoting
 

fertilizer
 

reduction.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
nure

 

treatment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our
 

province
 

to
 

discuss
 

some
 

personal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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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粪污是指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

粪、尿、污物以及与冲洗水所形成的粪、尿、水混合

物[1]。畜禽粪污中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重金属、抗
生素、激素等其他化学物质残留和氨气、二氧化硫气

体[2],畜禽粪污不经无害化处理,就会加速畜禽疾病

传 播,影响空气质量,对周边环境、土壤和水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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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畜禽粪污的用途较多,是宝贵资源,处理

好、利用好、就会变废为宝。畜禽粪污经过无害化处

理,可用于有机肥生产、特种动物养殖、沼气发电以

及饲料原料再利用(鸡粪)等,将畜禽粪污纳入“农牧

结合,种养循环”再利用系统,运用物理的、化学的、
生物工程等技术将畜禽粪污变为可利用资源,不仅

能够切断畜禽疾病传播、改善养殖环境、人居生态,
还能够改善土壤肥力,促进化肥减量,实现养殖增收

和能源循环再利用,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无害化处理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前提。畜

禽粪污的处理方式目前有两种[3],即一般的无害化

处理和深度处理。无害化处理是利用物理、化学、生
物工程技术或方法使畜禽粪污有害成分、有害微生

物发生降解或灭活以实现粪污无害化的过程。粪污

资源化利用是根据资源利用的目的,利用物理、化
学、生物工程技术或方法使畜禽粪污有害成分、有害

微生物发生降解或灭活以实现粪污无害化和资源利

用化。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处理的程度是将

粪污中养分大部分留存下来,处理目的使其变为无

害的、可利用的资源,大多数固体粪污的处理都采用

这种方式,如粪污还田利用需要达到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的要求。深度处理是采用

工程技术除去液体粪污中有机物、氮、磷等物质(养
分),使其达到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或GB
 

18596《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处理程度

是将粪污中养分基本被去除,处理目的不做资源化

利用,要求高,需要专业化处理公司,液体粪污或污

水处理都采取这种方式。

  我国高度重视畜禽粪污治理,国务院办公厅先

后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意见》《“十四五”全国畜禽粪肥利用种养结合建

设规划》《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

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国家标

准委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省农业农村厅

引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对加快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指

明了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果。

1 陕西省畜禽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1.1 畜禽养殖数量增加粪污量不断增大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畜牧业主管部门的推动

下,全省畜禽养殖数量增大,规模化比重持续增加。

据行业统计,截止2022年末,全省生猪规模场4
 

186
个,出栏生猪1

 

010.07万头,相比2021年,规模场

增加了593个,出栏生猪增加了165.61万头;蛋鸡

规模场4
 

224个,蛋鸡存栏4
 

359.55万只,相比

2021年,规模场虽然减少361个,但蛋鸡存栏量增

加了56.92万 只;肉 鸡 规 模 场80个,出 栏 肉 鸡

4
 

555.80万只,相比2021年,规模场增加了8个,出
栏肉鸡增加了832.19万只;奶牛规模场420个,奶
牛存栏22.89万头,相比2021年,规模场增加了

138个,奶牛存栏量增加了5.62万头;肉牛规模场

2
 

009个,出栏23.29万头,相比2021年,规模场增

加了311个,出栏量增加了2.60万头;肉羊规模场

13
 

639个,出栏肉羊288.29万只,分别比2021年增

加了4
 

928个和91.91万 只。全 省 粪 污 产 量 为

5
 

088.4万吨,粪污综合利用量为4
 

608.2万吨,规
模以上利用率为91.3%,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的利用

率70.6%。随着畜禽养殖量不断增加,粪污量不断

增大,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压力不断

加大。

1.2 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日趋成熟

  在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上,坚持走“农牧结

合、种养循环”的路子,在果、菜、茶、粮大县推广“畜

-沼-果蔬粮茶”种养结合、“沼液-水肥一体化”滴
灌等技术模式,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加快全省畜

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养殖场内外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粪污处理后还田利用,改善了土壤结构,增
强了土地肥力,推动了化肥减量。从全省养殖场的

清 粪 工 艺 方 式 来 看,采 用 干 清 粪 的 养 殖 户 占

80.5%,采用垫料的占12.6%,采用水冲粪工艺的

占4.4%,其它方式占2.5%;从固体粪污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方式看,生产农家肥的占84.3%,生产商

品有机肥的占2.0%,其他方式(委托处理、栽培基

质、饲养昆虫等)占13.7%;从液体粪污处理和资源

化 利 用 方 式 看,采 用 肥 水 还 田 的 养 殖 场 户 占

54.1%,采用沼液还田的养殖场户占26.6%,采用

固液一体处理利用的占到14.3%(主要是羊场和鸡

场),采用其它方式(鱼池养殖、生产液态有机肥、达
标排放等)处理的占5%。

1.3 设施配套率和资源化利用率稳步提高

  近年来,我省畜牧业主管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意见》,加快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实施,以全省畜牧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以种

养结合、循环利用为主推模式,以农用有机肥和农村

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截至2021年7月底,全省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率分别达到90.6%、98.9%,分别超出国家标

准10.6%和1.8%。全省规模以上养殖场粪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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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配套率为98.9%。全省畜禽粪污量为5
 

088.4
万吨,综合利用量为4

 

608.2万吨,综合利用率达

90.6%,其中规模养殖场利用率91.3%,规模以下

养殖场户利用率89.5%。

2 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2.1 工艺设施落后,源头控制不力

  养殖场应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
的总要求配备相应的粪污贮存和处理设施设备,实
施雨污分流、改水泡粪为干清粪、改明渠为暗渠、改
自由饮水为节水设施饮水,从而实现源头减量。一

是大型规模养殖场设施配套率高,但养猪场采用水

泡粪、水冲粪工艺设施较多,粪污量大、处理困难、排
污困难、污染大[4];固体粪污堆肥处理周期长,处理

能力有限,高温无害化处理成本高,选择使用的少。
液体粪污沼液发酵处理,沼气利用率不够,净化缺乏

处理设施。加之无害化处理后的销路不畅,还田面

积不达标,资源化利用率整体不高。二是中小规模

资金缺乏,设施配套率低,处理设施容积不达标,节
水设施落后,雨污合流。病死小动物常用化死井,但
大动物无害化处理需要冷冻干燥和高温发酵降解设

备,多数养殖没有此类设施。三是未建立无害化处

理设施的养殖场将废物交给第三方处理委托处理协

议和处理交接单不完善、销售、检测记录不全。

2.2 种养结合不紧密,循环发展较慢

  一是小规模场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足。我省畜

牧业正处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时期,受传统

养殖观念影响,小规模场对畜牧业绿色发展理念认

识还不充分,加之投资大,多数不愿意建立配套设

施,推进速度较为缓慢,粪污的处理主要委托第三方

处理。二是建设资金不足。近年来,国家在我省组

织实施的整县推进项目,国家投资大,但省财政也给

予配套支持,但市、县财政配套资金较少,与实际需

要差距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覆盖面不够。三是

粪污资源化整县推进项目进度缓慢。从2021年~
2023年全省项目实施检查情况来看,部分脱贫县保

运转压力较大,资金拨付较慢,影响了粪污资源化项

目的实施进度。四是种植业对畜禽有机肥需求的季

节特别强,在种植季节需求量大,其他季节堆放压力

较大。大规模养殖场处理后的粪污还田利用不充

分,农牧结合、种养循环链条尚未全面形成。

2.3 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服务能力薄弱

  一是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支撑体系薄弱。无论

是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无害化处理,还是资源化利

用等技术方面,缺乏技术标准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团

队,养殖企业面对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问题较多。

二是国家对畜禽粪污开发利用的科技研发资金投入

不足,从事技术研发、技术集成、技术创新较少,畜禽

粪污处理能力有限,处理周期过长。三是由于化肥

对农业增产优势明显,配方有机肥开发利用不足,加
上耕地碎片化、农村劳动力缺乏等问题,导致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不充分、不全面,种养结合度不紧密。

四是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资金投入量大,见效慢、

回收率低,中小养殖场不愿投入,处理设施设备简

陋,技术落后。大型养殖场畜禽粪污量大,技术处理

能力有限,处理周期长,资源化利用不充分,易对环

境造成污染。

2.4 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监管难度大

  当前尽管集约化、规模化养殖产业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情况来看,规模化养殖数量相

对较少,中小规模养殖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养殖场

建造较为分散,污染点多、面广。由于基层地区的畜

牧兽医人员和监督监管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在开展

畜禽养殖污染监管过程中,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和

物力,但是仍然不能涉及到整个养殖区域。在现有

监管人员配置情况下,很难发现养殖场所存在的各

种污染物违规排放的问题,造成的污染始终难以得

到有效的治理[5]。

3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建议

3.1 明确建设思路,强化主体监管责任

  一是要明确思路统筹谋划。要按照“源头减量、

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和“养殖小循环、区域中循环、

县域大循环”的总体思路,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循

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稳步推进畜禽粪污

综合治理。二是强化主体监管责任和主体治理责

任。要明确各级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部门是养殖废

弃物监管的主体,企业法人是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

的主体,制定相应措施,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和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三是加快老旧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改造升级,提升粪污处理水平。新办养殖企

业要严格审查“三同时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即新办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与设计规模相适应,并与

生产设施建设“同步设计、同时建设、同步投入运

营”。三是要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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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为抓手,统筹谋划规模上和规模下养殖企业

及粪污集中处理区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突出区域

性、经济型、实用型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能力。

3.2 强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资源化利用设施能力建设

  畜禽养殖场是养殖废弃物综合治理的主体,一

是要按照畜禽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规范,建立与养殖

规模相适应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功能区,并配套相应

的粪污收集、贮存、发酵处理设施设备,包括堆肥设

施、好氧发酵设施、厌氧发酵设施和沼气处理设施

等。对散养密集区畜禽废弃物应采取分类收集,集
中处理利用模式。二是粪污处理设施的容积应不小

于一个处理周期的粪污量,设施容积应大于单位畜

禽粪污日产生量(m3/d/头、只、羽)×贮存周期(d)

×设计存栏数(头、只、羽)。液体粪污露天贮存发

酵,贮存周期不少于180
 

d,密闭贮存不少于90
 

d。

固体粪污处理,条垛式堆肥时间不少于15
 

d,槽式堆

肥处理不少于7
 

d,反应器发酵处理不少于5
 

d,春、

夏、秋沤肥不少于60
 

d,冬季沤肥不少于90
 

d[6]。三

是设施建设应符合 HJ
 

497、NY/T
 

1168和 NY/T
 

1220的规定。四是固体粪污处理后,蛔虫卵、粪大

肠杆菌、镉、汞、砷、铅、铬、铊和缩二脲等物质应达到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还田利用应达

到GB/T
 

25246《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要求。液

体粪污 处 理 后 应 符 合 GB/T
 

31695和 GB
 

18596
要求。

3.3 聚焦技术难点,强化技术跟进和服务指导

  一是组建技术专家团队。要联合省、市、县畜牧

技术推广部门和高等院校,组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科研技术力量和专家技术团队,加大畜禽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新型、经济实用技术创新研

究,加大新技术的处理能力,缩短处理周期。加快有

机肥配方技术研究和推广,拓宽粪肥还田应用面。

二是加快粪污处理和利用模式创新。要结合不同区

域畜禽养殖特点,坚持走“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的路

子,积极探索“畜-沼-果蔬粮茶”、“沼液-水肥一

体化”、“生猪养殖-沼气工程-有机肥生产-蔬菜

种植”、“生猪尿泡粪-粪肥二次发酵-网管输送还

田-果树种植”等模式,选择适合本地区的粪污资源

化处理利用模式,加快技术模式推广应用。三是加

大技术培训。围绕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新技

术新模式、养殖场信息备案、资源化利用数据审核、

项目进度填报、监测统计等内容,开展线上、线下技

术培训,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四是强化跟进

服务指导。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养殖场户普遍反映

的技术难点、热点问题,集中开展“产学研”一体化联

合技术攻关,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服务指导,积极推广

绿色、高效、经济、实用新型技术模式。

3.4 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检测评价体系建设

  要实现畜禽粪污“农牧结合、种养循环”就必须

解决处理末端产物与还田利用技术接口问题,即处

理末端产物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标准,才能被还田利

用,才能评价这种技术的优劣。我国目前没有畜禽

粪污无害化处理终端产物技术达标判定标准,仅有

粪污处理还田利用标准GB/T
 

25246《畜禽粪便还

田技术规范》、NY
 

525《有机肥料》和GB
 

18596《畜
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中涉及重金属、微生

物、兽药残留及其他环境污染物等卫生学指标及其

检测方法处于空档期,随着农业环境和生态环境控

制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急需建立一整套相互配套综

合性较强的畜禽粪污处理末端产物达标利用的检测

评价技术标准体系显得极为重要。2023年8月,国
家标准委、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意

见》,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制修订指明了方

向,建议管理部门、技术研究单位加强协作,尽快出

台相 关 检 测 评 价 技 术 标 准 体 系,解 决 技 术 接 口

问题[7]。

3.5 汇聚政府部门合力,协力推动粪污资源化利用

大项目建设

  一是列入国家、省市县建设的重点项目和任务,

特别是大型规模养殖场设施配套建设、重点项目建

设,要形成合力,细化措施,抓紧落实,对拖尾工作,

要制定时间表和问题清单,定期开展督导调研,及时

研究解决存在问题。二是各级政府要积极会同发

改、能源、税务、财政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共同

推进有关项目落实落地,支持有条件的大型规模场

加强沼气发电上网、生物天然气生产等设施建设,推
动沼气发电保障性收购等政策落实。三是加强绩效

考核评价。建立全省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绩效

考评机制,将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纳入绩效考

核范围,加大跟踪督查力度,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进度迟缓、整改不到位的,由省级主管部门约谈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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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警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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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销售一体化经营,构建多元化肉羊产品生产加

工营销网络。支持屠宰厂对羊肉产品按照部位进行

分割真空包装,对头蹄、羊肠等副产品进行初加工,

增加副产品产值。

3.6 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措施

  压实动物防疫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市、镇、村三

级动物防疫网络,落实肉羊养殖、贩运、屠宰等环节

动物防疫主体责任。严格执法检查制度,建立健全

羊肉生产、运输、屠宰环节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落实

疫病溯源制度,控制动物疫病风险。创新免疫模式

和机制,探索实施先打后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有效

模式。

3.7 加大肉羊产业资金投入

  政府制定出台扶持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补奖

政策,加大金融部门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

政银担保合作机制,对肉羊养殖场、养殖合作社、家
庭农场、养殖大户等提供融资担保,降低肉羊养殖风

险,提振肉羊养殖者信心和热情,形成推进现代肉羊

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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