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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被优化调整升级，畜禽

业作为农业的重要构成，也得到良好发展，但与之高速

发展相对应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中环境问题尤为

突出。在传统养殖理念以及技术制约下，畜禽养殖场在

经营过程中对污染物的处理主要采取“放之任之”的态

度，进而导致养殖中产生的污水与粪便等废弃物给生态

环境造成不可逆的迫害，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环境问题，

严重阻碍了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进程。与此同时，

污水与粪便中还有大量的有害与有毒物质，其不仅污染

环境，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基于此，我国对畜禽

养殖场排放物污染问题提出较高的关注度，提出要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鉴于此，为推进畜禽行业长远

发展，必须做好畜禽养殖场排放物管理。

一、畜禽养殖现状

近几年我国畜禽养殖前景较为良好，养殖规模稳步

增长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1与表 2，随着畜禽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不仅能够提高畜禽养殖业经济水平，还能够切实

满足市场需求。根据有关数据显示 2016—2020 年畜禽

业总产值（万亿元）：3.05、2.94、2.87、3.31、4.03。

表 1  2015 年至 2020 年家禽养殖规模（万只）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家禽数量 1259132 1319534 1302191 1308936 1310000 1318000

表 2  2015 年至 2020 年畜牧动物规模（万只）

年份

畜牧动物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骆驼 30.05 30.47 32.84 33.84 40.53 45

马 397.5 351.18 343.64 347.31 367.1 370

牛 9055.79 8834.49 9088.75 8915.28 9138.27 9500

骡子 104.09 84.53 81.12 75.79 71.45 72

羊 31174.27 39930.54 30231.67 29713.51 30072.14 30100

猪 45802.89 44209.17 44158.92 42817.11 31040.69 40650

染物排放量也大幅度提升，2016 年-2020 年畜禽

养殖污染物产量（亿吨）分别为：30.9、31.1、30.7、

29.4、31.4。其中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万

吨）分别为 1015.53、55.22、297.55、42.53，分别占

农 业COD总 排 放 量 的 95.04%、76.05%、64.50%、

77.79%。由此可知，在畜禽养殖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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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带来的而一定的环境问题，大量污染物的排放将加重

生态环境负担，使生态环境问题更加严峻。基于此，在

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畜禽养殖行业应侧重环境保

护，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到畜禽养殖全过程中，从而引

导畜禽养殖场均能规范养殖，控制污染物排放，进而实

现绿色养殖。

二、畜禽养殖场排放物对环境的影响

（一）对水源环境的不良影响

以家禽为例，2015 年—2020 年家禽存栏量（亿

只）数据分别为：58.70、61.70、60.0、60.40、65.20、

67.80，由此数据可见，我国除 2017 年至 2018 年之间出

现一定降幅外，我国家禽存栏量呈增长趋势，虽然涨幅

有一定波动，但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与此同时，进一步

分析家禽出栏量可知，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家禽

的出栏量（亿只）分别为119.9、132.0、130.2、130.9、

146.4、155.7，整体呈现增长趋势，意味着我国当前市

场对肉制品的需求在增长，因此在较大的市场需求下，

畜禽养殖场数量逐渐增加，也同上述数据相认证，近几

年畜禽养殖场与养殖数量急剧增加。而在此背景下，我

国畜禽养殖整体需水量增长，同时养殖场污水排放量则

大幅增长。畜禽养殖场中所排出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

机物质与有害物质，如常见的氮、磷、钾、硫元素等以

及病原微生物，如若对污水不进行有效处理，使其流入

河流或渗透在地表水中，将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在畜

禽养殖场污水影响下，养殖场附近水体将出现富营养

化，促使水生生物加速繁殖，导致水体系统失衡。且近

几年我国人均水源占比降低，而在畜禽养殖场污水排放

影响下，可利用水源进一步缩小造成用水紧张问题。除

此之外，不仅畜禽养殖场污水会对水源造成影响，养殖

过程中对畜禽粪便的不正确处理，也是加重水源问题的

主要因素。大部分畜禽养殖场在处理畜禽动物粪便时，

均采取直接堆放在养殖场附近方式，在农村的田间与垃

圾站均可看到有动物粪便堆放，而粪便在长期堆放下，

遇到雨天将导致粪便中的有害物质顺着雨水渗透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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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导致地下水有害物质超标，其中硝酸盐浓度增加

问题较为常见，而农村地区人们多食用井水，随着地下

水被污染，将直接导致养殖场附近居民身体健康受到影

响。可见，畜禽养殖场污染物不进行正确处理后排放将

造成水源生态系统污染恶化，同时危害人们健康。

（二）对大气环境的不良影响

畜禽养殖场排放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动物

粪便以及动物排气。畜禽养殖场每天会产生大量的粪

便，且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通过上文所述可知，动物

粪便可给水源系统带来恶劣影响，同时粪便对大气质量

的影响也较为严重，因为动物粪便会产生大量的硫醇、

硫化物、氨气、吲哚、有机酸、粪臭素等有害物质，随

着粪便越来越多且不及时处理，畜禽养殖场每天均会不

间断产生上述有害物质，进而持续危害大气环境，此外

上述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也具有一定危害，人们长期受

其影响，将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等问题。与此同时，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扩大，各地区畜禽养殖场数量增加，

因此各个养殖场之间的距离较小，导致传染性疾病传播

速度较多，可危害多个畜禽养殖场，且大部分传染性疾

病均可通过粪便等传播，因此有毒的有害物质经粪便腐

败分解而进入大气环境中后可为传染性疾病传播提供有

利条件。

除动物粪便外，畜禽动物每天会吸入大量氧气，同

时也会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同时甲烷是畜禽动物主要排

出气体中的主要物质，而二氧化碳与甲烷均是引起温室

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随着畜禽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

在大基数畜禽动物影响下，畜禽养殖场已经成为加重我

国温室效应的主要场所。根据有关研究表明，畜禽养殖

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中第一大甲烷排放源，而从国家

角度而言，世界畜禽养殖还是全球排名第二的温室气体

来源。

（三）对土壤环境的不良影响

畜禽养殖场中积累的大量粪便是造成土壤环境改变

的主要原因。畜禽养殖场在经营过程中，会将粪便集

中堆积在一处，或将其堆积在农田中，而随着粪便越来

越多，田间以及养殖场内的粪便堆积厚度也越来越大，

而土地虽然需要粪便提供营养，但大量的粪便堆积将导

致土壤无法及时对其进行分解，长而久之粪便将给土壤

结构造成改变，导致土壤结构失衡。此外，由于粪便中

存在大量的有机物质，该类物质积累越来越多将直接影

响土壤性能，对于田间土地而言，更是可直接危害农作

物成长，影响农作物产量与质量，且粪便中还村中一

定的重金属物质，因此这也将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使

田间土壤的复种率大打折扣，影响农业健康发展。与此

同时，在当前畜禽养殖过程中，部分养殖场为加快促进

畜禽动物成长，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会在动物喂

养过程中使用大量的饲料添加剂与抗生素，这不仅影响

动物健康，从而使流通在市场山高的肉制品存在问题，

还会导致动物在添加剂与抗生素影响下排出的粪便中有

有害菌等物质残留，最终导致土壤出现重金属与抗生素

复合污染，严重情况下，将导致部分田间土壤失去耕地

价值。根据有关研究显示，目前在畜禽养殖行业，相较

于其他动物而言，猪养殖规模最大，而猪粪便中的铜、

锌、铬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因此猪养殖场造成的土壤污

染更为严重。

三、畜禽养殖场针对环境污染的解决措施

（一）推进无害化处理循环体系建设

针对大气污染、水源污染以及土壤污染而言，多为

畜禽养殖场未正确处理排放物所导致的，因此对畜禽养

殖场进行规范养殖管理，指导其在养殖期间能够对排放

物进行无害处理，乃至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从根

源上解决畜禽养殖对环境污染的重要举措。但由于畜禽

养殖场内相关人员的文化水平较低以及受传统养殖理念

影响，其在绿色养殖技术方面的接受度与认可度较低，

因此严重阻碍无害化处理循环体系建设进程。基于此，

当地有关部门应健全经济激励机制，通过补贴来提高畜

禽养殖场进行改革创新的主动性，使其能够积极引进环

保设施以及无害化处理技术，进而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直接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放，以此切实降低对环

境的不良影响。目前，我国针对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的补

贴制度较为完善，而随着小型畜禽养殖场数量增加，应

将补贴比例合理向中小规模养殖场倾斜。与此同时，我

国相关科研机构还应加大废弃物处理技术研发，丰富无

害化处理技术体系，进而通过科研结果转化，实现无害

化处理循环体系建设目标。

（二）加强废弃物资源转化

我国当前畜禽养殖业发展尤为良好，可有效促进国

民经济水平，因此针对畜禽养殖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

染问题需要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是不抑制畜禽

行业发展。在此要求下，为确切解决畜禽养殖场排放物

对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应从优化畜禽产业布局角度入

手，以加强废弃物资源转化为核心，根据各地产业结果

与地区环境承载量，同时发展畜禽养殖与农业种植，并

将二者进行有效结合，在当地推广农牧结合种养模式，

以此在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可将畜禽养殖

中产生的废弃物应用到农业种植中。在积极寻求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途径过程中，发现可以在各个地区推广以下

两种举措。一方面，畜禽动物的粪便中不仅存在有害物

质，还有大量的有机物等物质，因此可以充分畜禽动物

粪便，将粪便中的蛋白质、矿物质、脂肪等均提取出来

通过专业技术转化为饲料。另一方面，开展沼气工程建

设，对于农村地区，天然气工程无法有效推进，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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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需求，可以积极推进沼气工程建设，而畜禽养

殖场产生的粪便与污水则可以充分作为沼气原料。

（三）健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

我国畜禽养殖场排放物逐年递增，给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这一问题的发生，与养殖人员未形成有效

的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理念有着密切关系，而健全的政策

能够有效约束养殖人员行为，使其充分认识到排放物对

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养殖过程中能够对粪便、污水

等排放物进行科学处理，不直接进行排放。基于此，

建立健全畜禽严重污染治理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

义，为进一步从法律规定层面对畜禽养殖场发展进行规

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我国在以往畜禽

养殖过程中的门槛较低，而当前应提高养殖门槛，对想

要从事畜禽养殖的人员，在其建设养殖场时就对其开展

综合评估，在经过环保部门批准后才可进行畜禽养殖，

且每年需要接受排放量检查，确保排放标准符合要求。

其次，调整现行技术标准，当代畜禽养殖行业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因此以往技术标准已经不符合当前畜禽

养殖行业要求，为此在现行技术标准制定时应明确对粪

便的使用时间、数量与方法给出具体标准，并进一步明

确环境承载标准。最后，随着温室效应环境问题日益严

峻，发现畜禽养殖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应

将温室效应治理纳入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领域。

（四）提高监管力度，对畜禽养殖场进行有效约束

保证畜禽养殖场规范养殖，科学处理排放物是当前

重点，因此各地应提高监管力度，对畜禽养殖场进行有

效约束。在此要求下，一方面应增加各地环保机构，进

而对当地畜禽养殖场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以

此从根本上抑制养殖场违规排放问题，从而有效实现环

境保护。另一方面为保证各个机构与部门之间能够承担

其应有的责任，共同开展畜禽养殖场污染物排放监督，

应进一步明确各机构与部门主要的监管责任，从而能够

高效完成养殖规模监管、饲料使用监管以及废弃物处理

监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畜禽养殖是我国重要的产业，近几年更

是成为支柱性产业，因此对畜禽养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进行分析解决尤为重要，而畜禽养殖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较为严重，因此开展畜禽养殖场排放物对环境的影响及

解决措施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是保证我国畜禽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畜

禽养殖场在排放物方面存在严重的环境影响，对大气环

境、水源环境、土壤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而为加强畜

禽养殖场管控，从而降低畜禽养殖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应推进无害化处理循环体系建设、加强废弃物资源转

化、健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提高监管力度，对畜

禽养殖场进行有效约束，在上述解决措施下，能够有效

改善畜禽养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使二者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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