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35

养 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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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更是支柱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与
进步，当然也受到污染问题带来的各种困扰，直接影响畜
禽行业的长久发展。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迫切，
也是行业发展中的一个重点任务，只有进行合理的防护与
治理，才能使相关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行业的发展才会
变得更加持久。

一、畜禽养殖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畜禽臭味、臭气污染
畜禽日粮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等物质在过新陈

代谢后所产生的粪便、H2S、NH3、SO2 等物质会有刺鼻性
的气味或臭味，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不仅会
引起畜禽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疾病，还会对周围的居民生
活带来影响，严重的还会引起人类发病，威胁人类健康。

（二）配套设施不够健全
在畜禽养殖中，处理污染物时利用率比较低，一些养

殖场中的污染处理配套设施比较简陋，缺少统一规划，必
要性质的设施缺乏。同时设施在投资以及运行时产生的费
用比较高，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养
殖业属于微利经营，整体负担较重。很多养殖场不能承担
资金压力，在进行粪便处理时多数是运用存放模式，养殖
中产生的废弃物不能获得合理利用。不仅阻碍新农村建
设，对畜禽业健康发展影响也比较大，使畜禽业在发展中
遭遇瓶颈。在进行畜禽养殖过程中，处理污染时最为常用
的方法为修建沼气池，其他处理途径相对缺乏，沼气池在
使用过程中也会有一系列问题，排污量与沼气池实际消耗
量不配套，经常会出现排污超出沼气池实际负荷能力的情
况，以致污染物在处理时不能获得理想效果，因此，在对
污染物进行处理时应结合畜禽养殖现实情况，保证污染物
处理的高效性与科学性。

（三）水环境污染
畜禽养殖中，将会产生的废水量。以生猪养殖为例，

每头猪每天平均产生的废水量在 3kg左右，通常于储存池
中收集生猪尿液与冲洗废水，提前分解后进行处置。目
前，很多畜牧场仅将储存井、沉淀池等简单处理设施配置
起来，部分小型养殖户甚至没有配置污水处理设施，如果
直接向环境排放各种废水，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污染地下水
与地表水。畜禽养殖废水中的污染物较多，如有机质、病
菌、氮等，向水体排入后，容易有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发
生，导致水环境安全受到威胁。一些养殖户直接还田处理
废水，将会升高地下水的NO3-N浓度，地下水水体质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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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降低，进而对动物、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四）土壤污染
传统畜禽养殖模式较为分散，只会产生较少的粪便

量，堆沤处理粪便后，可以有机肥料形式运用于农田生产
中。目前畜禽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显著提高，每天
集中产生粪便与污水，由于粪便具有较高含水量，运输难
度较大，一些养殖场附近农田就近利用粪便。农田土壤中
的重金属累积量持续扩大，导致土壤板结等一系列问题的
出现，农作物种植效益受到影响。

二、防控措施
（一）加大环境监督和执法力度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各级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

越来越重视，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求对畜禽
粪便的处理做到科学规划和设计，粪便和废弃物的处理费
用应不少于总投资的 10%。对于规模化畜禽场要统筹规划
分批进行改造和治理。对畜禽养殖场的粪便和废弃物的堆
放和处理做出一系列的要求。不同地区根据国家及环保的
法律法规规定，根据本场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治污染
措施，进而为治理养殖场的环境污染提供保障。

目前我国在治理污染方面虽然有原则性规定，但在控
制饲养数量和农田施入肥料数量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建议不同地区应根据土壤类型和植物种类来规定畜禽养殖
数量。相应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增强全民防治污染意识，
形成良性循环和督促机制。

（二）科学养殖减少粪便污染
畜禽养殖场在保障畜禽正常生长发育和维持理想经济

效益的同时，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畜禽排放
粪便的数量，按照环保、节能和效益同步的良好发展模
式，来从源头上减少畜禽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增加遗传育种投入，研发出节省粮食的畜禽品种，提
高饲养管理水平和饲料营养价值，可以在饲料中添加酶制
剂和微生态制剂，同时采取饲料膨化、制粒、热喷等高科
技，不仅能改善饲料品质，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提高饲料利
用率，尤其是提高饲料氨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中排放有
害物质的含量。还可以在垫料中添加除臭剂和酶制剂，可
以吸附、抑制或分解粪便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而减少对
环境造成的污染。

（三）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产生的环

境污染问题也要依法治理，规范养殖管理。我国先后颁布
了有关环境保护、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的一系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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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2002 年，我国相继出台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
理办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畜禽养殖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为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提供法律依据。
同时，养殖技术要规范，尤其是针对兽药、饲料添加剂等
进行严格监控，层层把关，及时处理不达标的兽药与饲
料，以免对畜禽养殖带来危害。

（四）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针对当前畜禽养殖中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的情况，必须

加大治理力度。首先，增加资金投入，完善畜禽污染处理
的设备设施的建设，如建设畜禽养殖无害化处理中心、沼
气池等；其次用先进技术解决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
题，如用生物技术净化处理畜禽粪便、废水等，经过处理
达标后再排放，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污染问题，实现科学化
养殖。

（五）增加资金支持
在进行畜禽养殖时，应增加资金投入，注重对畜禽养

殖时的污染防治和废物利用，相关部门应尽量争取国家支
持，使国家增加畜禽养殖中投入项目资金，加大粪污处理
设备和废弃物利用方面的投入。积极开展沼气池及粪污沉
淀池建设，建设雨水分流及污水分流措施。除了运用沼气
发酵，也可以运用粪尿干湿分离及清污分流的方式，污染
处理时运用健康、生态方法，尽量使养殖场中环境得到改
善，将畜禽淘汰率降低，同时，这种方式的运用能降低地
下水和地表水污染的发生概率，提高水资源整体利用率。
除了上述方式外，可以构建粪便收集池，运用定点方式收
集垃圾，并建立畜禽废渣存储场所及实际利用场所，建设
时使用水泥硬化，避免出现废渣散落、渗漏、溢流等问
题，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危害与污染，运用固液分
流与雨污分流方式处理，实现污染减量化，保证污染在排
放时处于达标状态，或者实现零排放。也可以建立畜禽尸
体、污水处理等无害化污染处理措施。

（六）注重引导工作
畜禽养殖时，在污染物处理过程中应积极对相关问题

进行探索，尽量保证养殖模式健康发展及零排放。以养猪
场为例，养殖时可以使用生物发酵垫料实现环保零排放，
养猪场中使用谷壳、木屑、米糠等，并且混合一定比例的
微生物群，在发酵后作为猪舍垫料，垫料中的微生物能将
生猪粪便作为活动中养料进行吸收、转化及利用。日常养
殖中运用常规方式管理猪舍垫料，实现免清扫、免冲洗及
零排放，通过 1 ～ 2 年的转化利用，生物垫料能作为有机
肥使用，运用于种菜、还田中。同时应积极对养殖户进行
监督管理及业务指导，由专业性科技人员开展相关指导工
作，工作中秉承从严要求、合理规划、规范建设等多种原
则，有效解决养殖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强化养殖污染
处理工作效果。除此之外，应开展相关宣传工作，使养殖
户在进行畜禽养殖时认识到污染防治的重要性，运用主
动、积极的态度开展污染防治工作。

（七）做好源头管控
首先，强化营养调控，促使氮磷排放量得到降低。在

畜禽日粮配置过程中，需将畜禽品种、性别及生育阶段
等因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依据实际营养需求，对低蛋
白、氨基酸平衡日粮进行配制，促使日粮粗蛋白水平得
到降低。可对合成氨基酸适量添加，这样氨基酸需求得到

满足，生长性能得到改善，又能达到粪氮排放量降低的目
标。此外，目前在畜禽日粮中广泛运用饲料添加剂，非常
重要的类型为酶制剂。将酶制剂添加于畜禽饲料中，动物
内源消化酶不足问题得到改善，帮助动物更加高效的消化
与吸收养分，饲料转化利用率显著提高，同时畜禽养殖所
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可以得到控制。其次，改造养殖条件，
促使污水总体产量得到减少。现阶段大中型养殖场已经对
自动饮水器进行了完善配置，但部分小型养殖户依然采取
无限用水模式，容易浪费水资源。因此，要积极对自动饮
水器进行安装，促使饮水洒落得到减少。要利用暗道排污
取代传统的明沟排污，若粪沟于畜禽舍外部设置，其屋檐
则不能小于 1m，且加盖处理排污沟。要利用漏缝地板下自
动清粪便模式取代传统人工清粪，对漏缝地板、自动刮粪
机等进行配置，冲栏用水量可以得到显著减少。要对养殖
场的排水系统进行更新改造，分流收集雨水与污水，促使
排污减量化目标得到实现。对干清粪工艺大力推广，做好
干粪池建设工作。针对堆积的干粪，可直接出售或还田利
用。

（八）合理处理相关废水
畜禽养殖废水处理技术的成本较高，一些小的养殖户

可能很难负担得起，可对净化系统加以应用，如鱼塘等，
应用这些净水系统不必再去担心成本费用会过于高昂的问
题，即便是小型的养殖户也完全不会感到有所负担。对排
水设施方面要进一步进行建立健全，让废水在经过一系列
的处理以后可以在标准上达到国家相关要求。

三、结束语
总之，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逐渐扩大，养殖中产生的

环境问题需给予充分重视，积极建设与污染治理相关的设
施，保证养殖过程清洁，运用源头控制方式减少环境污
染。同时，管理部门需进行积极协调与配合，加强污染管
理措施。并运用多种方式对养殖户进行引导，推动畜禽养
殖逐渐向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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