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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养殖作为乡镇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组成，养殖户的数量和
养殖场的规模都不断增多。实际上，由于管理措施不到位、监管
不力等种种原因，导致其周边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性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长时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不仅对环境和人
们生活带来影响，而且还会导致畜类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隐患。

一、猪养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一）水质污染
在猪养殖的过程中，其日常生长所排出的粪便内存有数量

多、类别多的微量元素和有机物，甚至个别情况还会含有重金属
物质。一旦猪的粪便经过雨水冲刷后汇入所在地的河流之中便容
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现象发生，破坏了氧气在水体中的溶解
度，进而影响了生态平衡，最为严重的还会造成水体发生变质，
滋生病菌。

（二）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同样是由于猪的粪便和猪舍的环境恶化造成的，例

如我们常见的猪舍附近所出现的恶臭现象。这就是因为环境清洁
不到位，长时间积累下来之后导致有毒有害气体以及携带病原微
生物的粉尘生成，并随着空气的流动性造成了扩散影响。这样不
仅会为蚊虫繁殖提供有利环境，而且直接对人体呼吸道造成危害。

（三）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的直接原因有两种，其一是粪便长时间的堆积会导

致粪便内毒害物质的下沉、积累，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土壤失去原
来的活性；其二是因为猪的粪便一旦不经过无害处理直接施用到
田地之中，会因为自身分解所生成的硝酸盐等物质污染土壤，降
低土壤的可持续能力。

二、猪的养殖与生态环境治理分析
（一）科学选址
在进行养殖地的选择时，一定要严格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同步考虑生产经营、运输以及清洁管理的便捷性。
通常情况下，猪舍或养殖场的选择要远离城镇居民区、采矿施工
区和工业生产区，即回避一切人员密集处。即使选址在偏远郊区
也要远离交通主干道，控制距离范围在 500m以上并尽可能地保证
交通便利和水源清洁。除此之外，应立足于环保角度实现全范围
的合理布局，例如组织实施生态养殖，促进农牧经营模式的有机
结合，实现整体发展。借助于各类科学技术手段，实现有机肥的
转化，并在养殖场的附近建立各类果蔬生产基地，确保资源的有
效使用。此外还要加强利用国家的政策制度，把握养殖附属产业
发展的机遇，做好各项工作的宣传推广，以实现稳中求进。特别
对于以猪养殖为主的地区，要促进农牧产业形成合作经营模式，
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成效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利益
发生点。

（二）合理喂养
经过调查分析得知，在合理范围内控制猪饲料中蛋白质的含

量能够有效降低氮元素的排泄，一般情况下，蛋白质减少 1%氮
元素便会降低 8.4%。由此可见，合理喂养也是控制生态环境影响
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科学控制饮水。众所周知，水质差不仅
会对猪的发育健康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引起猪肠道的细菌感染，
进而导致排便异常，间接的影响环境。因此主要要做的就是保证
水源的清洁，并对饮用水进行电荷和硬度的简单处理，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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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臭管进行饮用水输送以及借助反渗透设备完成水质净化等。其
次，做好饲料管理。饲料质量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猪机体
的吸收利用。如果饲料的利用率高，猪不仅长得快，而且排泄量
也会相应地减少，反之则会加大猪场的粪污产出。为了提高饲料
的利用率，建议猪场最好采用膨化或者颗粒料加工技术。这样不
仅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还可以减少饲料中的病原微生物及有
害物质，降低猪的患病概率。最后，制定稳定喂养方案。将猪每
日进食的量和时间固化，减少随意性，从而确保猪获得稳定的营
养吸收，降低排便次数，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三）粪便处理
在猪的养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都源自猪的粪

便，因此要从以下环节入手，争取使其变废为宝。在进行粪便处
理时，我们常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是生产沼气。
因为沼气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碳、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等，通过沼气
池的设置能够使猪的粪便发生厌氧发酵，从而有效清除各类病菌
和寄生虫，与此同时，还会产出高效、安全的有机肥料。其过程
中生成的沼气也是一种清洁能源。其二是高温堆肥技术。经过该
项技术处理的粪便能够转化为各类营养成分，用以改善土壤结
构，增加农作物产量。

（四）监管预防
对猪养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进行监管预防主要应从以下

三个环节开展：首先，对养殖户进行必要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法规
培训，从根本上规范养殖流程，严防违规现象的发生。其次，严
格落实动物养殖的卫生监督。要提前对养殖区做好调查，准确评
估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分布情况，并以此为数据支撑，因地制宜
地做好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最后，对兽药的使用进行监管。基层
动物防疫部门要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食品安全局，对市面上由
于药物残留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卫生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从
而对动物养殖过程中的常用药物进行系统、规范的发放和使用，
以做好源头控制。

三、结束语
对猪的养殖与生态环境治理进行分析，首先要建立科学、环

保的养殖意识，认识到环境对于自身养殖业发展的重要性。与此
同时，还要强化监督管理力度，全面杜绝违规行为。现阶段，我
国的基层养殖业发展已经趋于体系化，类似于防疫、养殖技术推
广等环节也都逐渐成熟，要加强联动，形成合力，实现有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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