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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掌握合作市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通过深入农牧村,对全市粪污资源化利用

状况进行调查,在掌握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畜牧业发展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提供

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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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situ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anure
 

and
 

wast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
 

Hezuo
 

city,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anure
 

and
 

waste
 

in
 

the
 

whole
 

city
 

was
 

investigated
 

by
 

going
 

deep
 

in-
to

 

rural
 

and
 

pastoral
 

villages,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manure
 

and
 

sewage
 

resources,to
 

provide
 

operational
 

advice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livestock
 

and
 

poultry;manure
 

pollution;resource;investigation;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合作市隶属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

肃省西南部,是全省8个纯牧业县市之一,合作市草

地 面 积 110
 

127
 

hm2,占 全 市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41.24%。以养殖美仁牦牛和藏系绵羊为主的草地

畜牧业是合作市农牧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

业[1],草地资源是合作市广大农牧民最基本的生产

资料,也是青藏高原东部地带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地

畜牧业的发展对全市的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繁

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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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现代规模化养殖的不断发展,畜牧

养殖污染与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突现,合作市一

直致力于加强草原保护的建设,自2019
 

年1月以来

累计投资10
 

126
 

万元,通过实施退牧还草、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若尔盖草原湿地—甘南黄河重要水源

补给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等一系列重点生态保护工

程,共建植人工草地7
 

333.33
 

ha,改良退化草原

17
 

533.3
 

ha,治 理 黑 土 滩 7
 

333.33
 

ha、毒 害 草

3
 

666.67
 

ha,鼠虫害防控241
 

333
 

ha,治理修复区草

原植被覆盖度由85%提高到96%以上;连续落实三

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3年登记造册享

受补奖政策农牧户5
 

611户,禁牧面积80
 

000
 

ha,草
畜平衡面积145

 

807
 

ha,补奖资金达到4
 

119万元。
为巩固草原保护成效,绿色发展畜牧业,从根本上杜



绝养殖业给草原带来的污染,有效缓解草畜矛盾,资
源化利用畜禽粪污显得尤为重要。故组织人员对合

作市近年来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进行了调

查,以期破解工作瓶颈、难点,为今后如何更好的资

源化利用畜禽粪污提供实效性的建议。

1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畜禽养殖规模情况

  2023年全市饲养各类牲畜总量达到45.98万

头(只),畜禽存栏总量28.28万头(只),其中牛

8.16万头,马0.08万匹,羊18.81万只,猪1.23万

头;出栏总量17.7万头(只),其中出栏牛4.60万

头,羊10.74万只,猪2.36万头;全市产肉0.52万t、
鲜奶4

 

426
 

t。

  合作市现有规模养殖场21个,存栏各类牲畜

9
 

312头、只,其 中 犏 雌 牛(奶 牛)1
 

870头,牦 牛

6
 

442头,藏 羊1
 

000只。建 设 牲 畜 暖 棚205座

18
 

450
 

m3,饲草棚3
 

386
 

m3。4个养殖场进行了粪

污无害化建设工作,建设污水粪便处理设备4套、粪
便堆积发酵场4处。

表1 2023年末牲畜存栏情况

Table
 

1 Livestock
 

inventory
 

at
 

the
 

end
 

of
 

2023

畜种
 

猪/头 鸡/羽 牛/头 羊/只 合计

养殖场个数 4 1 133 188 326

养殖场饲养量 489 294 16
 

917 84
 

598 102
 

298

养殖农户数 1
 

586 58 2
 

409 926 4
 

979

农户饲养量 12
 

634 306 64
 

683 103
 

516 181
 

139

1.2 合作市畜禽粪污产生量情况

  合作市粪污的主要利用方式相较于规模养殖县

市有明显的差别,主要方式有:一是粪污能源化利

用。牛羊粪是整个牧区生火、做饭、取暖的重要燃

料,牧区群众到草原上去捡拾、晒干牛粪,整齐的堆

放在房屋前后,供日常火炉生火;牧区群众将羊圈里

的羊粪定时清理、晾晒,作为火炕的主要燃料,供日

常取暖。二是粪便堆肥利用。牧区群众预留生活所

需燃料后剩余的牛羊粪卖给有机肥企业生产有机

肥;半农半牧区群众将牛羊粪在自建堆肥场发酵足

够时间,作为优质农家肥施用到耕地,也用于花卉种

植。三是粪污全量还田利用。牛、羊、猪养殖主要是

放牧方式,放牧过程中排泄的粪、尿全量返到草原,
作为草原植被生长的主要肥料。2023年依据国家

农业农村部关于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产生量测算参

数规定,合作市属西北地区,依据西北地区尿液、粪
便产生参数计算得出粪污产生量86.54万t,资源化

利用量70.1万t,其中粪污能源化利用37.21万t、

28.56万t、粪污全量还田4.33万t。

表2 畜禽粪污产生量情况表

Table
 

2 Amount
 

of
 

manure
 

produced
 

by
 

livestock
 

and
 

poultry

畜种 猪 鸡 牛 羊 合计

养殖场/t 642.54 17.64 130
 

910.63 33
 

839.2 165
 

410.01

比重/% 3.71 49 20.73 44.97

养殖农户/t 16
 

676.88 18.36 581
 

888.35 101
 

406.4 699
 

989.99

比重/% 96.29 51 79.27 55.03

1.3 合作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合作市现有养殖类专业合作社124个,其中牛

养殖合作社87个、羊养殖合作社28个、羊养殖合作

社3个、羊养殖合作社6个。较具规模养殖场21
个,21个养殖场都开展粪污无害化工作,建设污水

粪便处理设备4套、粪便堆积发酵场21处。其余

103个专业合作社都在农牧村,与散养农牧户采取

以半放牧半舍饲为主,没有安装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采取传统的牛羊粪便作为生活燃料,粪物污发酵成

农家肥等方式利用,利用率达到90%以上。经过调

查没有污染企业和养殖小区,不存在关停或搬迁的

畜禽养殖场。

2 存在的问题

2.1 畜禽粪污设施建设不足

  合作市尚处于草原畜牧业转型发展阶段,产业

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农牧户思想停留在传统养殖方

式上,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积极

性不高,同时,不愿意花费资金安装畜禽粪污设施。
经调查,全市现有专业合作社236家,其中养殖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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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124家,养殖类专业合作社中仅有15家建

设有畜禽粪污设施,4家建设有化粪池,15家有堆肥

场,因近年进口牛羊肉对本地牛羊的肉价造成不小

的冲击,加之合作市饲养期长,养殖专业合作社收益

大幅减少,没有资金完善粪污处理设施,导致全市处

理设施拥有量严重不足,也为生态环境安全埋下了

隐患。

2.2 粪污资源化利用程度不均衡

  纯草原牧业乡镇如佐盖曼玛镇、佐盖多玛乡、卡
加道乡采取传统的粪污处理措施,利用率较高,一般

能够达到95%以上;公路沿线半农半牧乡镇如卡加

曼乡,养殖场建设有粪污处理设施的比较多,调查的

两个较大养殖场都配备有堆肥场、粪污池等完善的

粪污处理设施,能够很好地利用了安装的设施,其中

有一个养殖场建设粪污加工设备,能够处理自身并

带动处理周边农户做到了很好地利用粪污;城乡结

合部如那吾镇作为全市奶牛养殖示范基地,近期修

建的养殖场和较具规模的养殖场都建设有粪污处理

设施,但规模较小的养殖场设施安装特别少,完全达

不到利用要求,导致利用率较低[2]。

2.3 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扶持力度不高

  据测算,简易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一般要占

到养殖场总投资的20%左右,导致养殖场户建设积

极性不高,政府扶持力度有限。经调查发现,自

2017年以来全市仅有1个畜禽粪污处理项目得到

了政府扶持,上报申请同类项目的积极性不高,没有

把这类项目作为畜牧业生产的重点,在合作市养殖

业不断向规模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污染草原、草
地的风险[3]。

3 意见及建议

3.1 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草原生态保护的政策和

法规

  不折不扣的完成草畜平衡任务,控制牲畜数量,
确保饲养牲畜数量在草原可承受载畜量范围内,充
分发挥牧民的主人翁作用来开展经营、管理、保护草

原;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合作市佐盖多玛乡仁多玛村

制定的村规民约在控制牛羊数量上发挥了非常积极

的作用,推动好的村规民约覆盖所有自然村,从而有

效控制散养牲畜产生的粪污总量,保证通过作为草

原养料、牧民燃料、棚圈等生态、绿色方式解决粪污,
而不需要额外投入处理。

3.2 严格控制养殖场生产规模

  综合合作市现有的养殖场管理人员严重缺乏,
粪污处理设施和能力不足、畜牧业资金投入量较小

等情况,养殖场规模大占用的土地更多,更加没有办

法有效处理粪污,造成草原、地下水、土地等污染的

可能性就更大。目前适度规模[4]的养殖最符合草原

畜牧业的发展。养殖场建设要科学选址[5],远离污

染源且确保排污方便。

3.3 逐步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

  按照甘肃省“一带五区”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对甘

南的定位,依托合作市畜牧业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大力发展农牧互补战备,农区大力推行特色种植业、
优化种植品种,牧区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优化养殖

结构,牧区粪污作为农区肥料,形成循环模式,使畜

牧业走向提质、增效、绿色发展的道路[6]。

3.4 逐步完成资源化利用与绿色循环畜牧业发展

相结合

  扎实推进现代化草原生态牧场或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的提升、改造建设,直接目的是以减轻草原承载

力,最大限度利用现有养殖圈舍[7],少用或不用土地

开发建设为宗旨。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
生产标准化、防疫程序化和粪污无害化”标准要求,
引导鼓励龙头企业向优势区域集聚,与养殖场户、家
庭农牧场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完善社会化服务功能和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机制,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龙
头企业+养殖基地+养殖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养

殖户”的标准化生产经营体系,建设小规模、大群体的

各具特色的有机肉羊繁育生产基地,改造建成一批以

舍饲+全混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标准化养殖场。

3.5 充分发挥典型引导

  扶持具备条件的养殖场引进畜禽粪污处理设

备,在及时处理本养殖畜禽粪污的基础上,辐射周边

养殖场及村庄,将他们的畜禽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
制作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肥[8]。

3.6 完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评估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监测评估要求,成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评估领导

小组,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对饲养牛、羊、猪
养殖场(户)进行监测评估,作为政策扶持的主要

依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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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当量粪便养分可供给量计算结果:其中排泄

量按猪计算:N
 

30
 

g/d/头、P
 

4.5
 

g/d/头;按牛计

算:N
 

109
 

g/d/头、P
 

14
 

g/d/头;按羊计算:N
 

11.3
 

g/d/只、P
 

2.35
 

g/d/只;按禽计算:N
 

1.2
 

g/d/只、P
 

0.18
 

g/d/只。

  作为“中国苹果之乡”的白水县,县域总面积

986
 

km2,耕地面积4.8万hm2。现拥有约3.67万

hm2 国家绿色有机苹果生产基地,年均产量55万

t,约占全省总产量的20%,年均产值48亿元,机制

冷藏能力47万t。有机苹果生产销售集散加工功能

全产业链已经形成。果园亩施有机肥15~20
 

t,加
上农作物种植,完全可以消化全县畜禽粪污。采用

“畜果结合”模式,减少环境污染,生产更多的优质有

机苹果,促进我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3 结 论

  为保障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必须持续推进畜

禽粪污治理,这不仅是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

路[7]。本文介绍的两种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是在大

力推广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的同时,不断探索畜

果结合发展模式形成的。其将粪污消纳、有机肥施

用等与苹果树种植有机结合,节约运输成本,提升了

土壤肥力,提高农民参与种养结合的积极性,取得较

好的应用效果,希望为规模场开展种养结合的农业

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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