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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常凤昭

( 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和林业局，成都 610300)

摘要: 当前，我国的畜禽饲养量日益增多，养殖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畜禽产生的大量粪便和排泄物对我国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仅对人类生存的环境产生污染，也限制畜牧行业的持续发展。因此，畜牧业生产带来的污染

已经成为工业污染后另一个急需处理的有机污染问题。本文主要就当前我国畜禽养殖过程中粪污处理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其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关键词: 畜禽养殖; 粪污处理; 资源化利用

中图分类号: X7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 － 9737( 2016) 01 － 136 － 01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活

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对于各类畜禽食品的需求量大幅度上

升，扩大了我国畜禽养殖业的规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

很大的污染，因此，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畜禽养殖场的粪污进

行科学的处理，减少畜牧粪污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具有深远的

意义。

1 畜禽粪污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足

相关的调查显示，一个存栏基础母猪为 500 ～ 1000 头的

规模养殖场，根据当前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养殖场中建成

一个标准粪污处理系统，其面积至少要占到整个养殖场的

20%，投资费用至少需要 100 ～ 350 万元左右，但就实际情况

而言，目前我国财政资金的支持范围却只在 20 ～ 80 万元，其

他的费用则需要业主自己行解决，加上畜禽养殖业是风险

高、投入高，但是经济效益却相对较低的产业，一般的业主都

无法接受如此高投入，对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造成了限制［1］。
1． 2 农牧脱节，资源成为了污染

当前，随着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专业化发展，青壮年劳动

力大部分都转移到大城市中，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现

象，粪肥作为农作物肥料的使用量越来越低，农牧脱节的情

况日益严重。由于粪污不能直接作为农作物肥料使用，必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存放才能成为农家肥，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和人力，加之粪污湿、黏且臭，大多数农民认为处理比较麻

烦，都不愿意将畜禽粪作为肥料使用。此外，很多养殖场建

设的粪污处理设施的粪污处理能力达不到标准，污水处理的

时间不足，污水外排的浓度过高，有的甚至直接进行排放，进

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1． 3 管理过于粗放，项目覆盖率低

农村的畜禽养殖类多、面积较广，因此，很多农民依旧采

用简陋的栏舍进行小本经营，缺乏科学化的管理，不愿意花

费更多的资金进行粪污处理设施建设，这是对农村环境卫生

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现有的财政支持项目的覆

盖率较低，未覆盖到这些养殖群体，致使很多农村养殖户，都

还处于放任养殖的状态，成为管理与服务的盲区。

2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2． 1 实施粪便还田的政策，将粪污资源用于农业种

植肥料
养殖户可以采用酵床养殖、堆积发酵、烘焙以及罐式发

酵等方式将畜禽养殖粪制作成化肥，并且以有机肥料的方式

作为商品出售，或直接将粪便提供给农作物使用，粪便是一

种含有丰富有机物的肥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粪便污染，还

可以提供很好的养分让农作物生长。
2． 2 建立相关的粪污处理厂

采用先进的粪污处理设备并建立粪污处理厂，厂址尽量

选在居民使用水体的河道下游，具备较好的排污能力，确保

粪污处理厂拥有足够的扩建空间。在粪污处理厂中，对粪污

处理各个季度的指标进行设定，对有害物质的排放量进行严

格的限制，并进行无害化卫生处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将

粪污转为可利用资源［2］。
2． 3 加强粪肥加工与使用补贴政策

政府应该把粪肥加工项目纳入到财政预算专项政策中，

给予粪肥加工行业大力的支持，鼓励社会相关的专业组织与

养殖业主，在畜禽养殖密集的区域中，采取“共建、共享、共

管”的管理模式，对畜禽粪便进行统一收集和集中处理，将畜

禽粪便生产成为有机肥料。如果在准建区域内建设年处理

粪便量在 1 万吨以上的处理厂，且经过政府验证认为可行，

政府财政部则按相关的投资额给予一定的补贴，以此鼓励更

多的社会组织和养殖户建立畜禽粪便加工处理厂。

3 结束语
总之，对畜禽养殖场的粪便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与资源

化科学利用，能够提升畜禽养殖场粪污管理和技术的水平，

降低畜禽养殖粪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

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孙芳芳． 畜禽养殖业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J］，中国畜禽种业，

2015，5( 9) : 34 － 36．
［2］ 盖卫星． 着力生态发展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攻坚战［J］． 养

殖与饲料，2015，9( 8) : 1 － 4．

·631· 现代畜牧科技 2016 年第 1 期总第 1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