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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还田、种草养牛打造种养循环
优质牧场样板

——河北省保定市畜牧工作站种养循环一体化探索

刘 泽 1 宋军辉 2 谷树乾 2

1.河北省保定市畜牧工作站，河北保定 071000；2.河北省望都县农业农村局，河北望都 072450

摘要 为了解决我国目前种养脱节、矛盾突出的问题，推进我国种养循环农业的发展，河北省保定市畜牧工

作站紧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种养循环一体化技术探索实践。整合产业专家技术资源，

与多岗位专家团队精准对接；探索奶牛粪污还田、饲草种植、饲草利用的种养循环一体化技术；设计精准路线，打

通种养循环；建立种养循环奶牛养殖示范场；引导奶农合作社做种养循环领头羊。通过多年实践，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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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需求也

逐年攀升，这就需要更大的畜禽养殖量，但随之而

来的便是畜禽粪便、养殖废水等畜禽粪污快速攀升

的排放量。而种养主体分离是我国农业发展当前

所处阶段的客观现实，搞养殖的不种地，种地的不

养殖，种养关系难以有效衔接，种养循环还有梗阻，

稳定成熟的种养结合机制尚未形成。与此同时，我

国优质粗饲料供给不足，优质牧草资源有限，优质

苜蓿、燕麦等仍然主要依靠进口，大宗饲料原料的

供需矛盾制约着奶业健康高效发展，饲草交易成本

及价格波动造成我国公斤奶成本偏高。于是，2018
年，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范（2018－2022
年）》，提出要合理布局规模化养殖场，大力发展种

养循环农业，促进养殖废弃物就近资源化利用。畜

禽粪肥前连养殖业，后接种植业，是农牧循环链接

的载体，是种养循环农业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为

了推进种养循环农业的发展，河北省保定市畜牧工

作站紧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种养循环一体化技术探索实践。整合产业专家

技术资源，与多岗位专家团队精准对接，探索奶牛

粪污还田、饲草种植、饲草利用的种养循环一体化

技术，收效显著。

1 精准路线设计，打通种养循环

保定市畜牧工作站在奶牛牧场广泛推广粪污

干湿分离、干粪回填卧床、粪水发酵还田技术。牧

场粪污经过固液分离，固体粪污进入发酵棚堆积发

酵，最后用作奶牛圈舍卧床垫料。液体粪污未发酵

前一部分回冲粪污输送沟，其余部分逐级进入沉淀

池，进行固体部分絮凝沉淀，经过 2～4个月处理达

到还田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2018）后，再根据作物生长规律进行还田。

粪肥用量依据粪肥养分含量、作物目标产量需肥

量、土壤供肥能力以及基肥用量比例计算确定。

2 探索技术引领，先行试验示范

2.1 建立种养循环奶牛养殖示范场

保定市望都兄弟牧业是保定市畜牧工作站建

立的奶牛养殖示范场，该场租种周边土地 100 hm2，

目前主要进行“小麦-玉米”轮作和“燕麦-玉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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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种植。牧场将腐熟完成的粪水通过管道输送至

场区外农田机井旁的调质池内，用灌溉水进行稀释

后（稀释比例不小于 1∶5）通过畦田间的输水沟进行

还田灌溉。每 6.67 hm2配制 1个机井和调质池。每

年进行 5次粪水稀释灌溉，每 666.7 m2地施用稀释

前粪水约 90 m3。每年 3月上旬播种燕麦前进行第 1
次粪肥灌溉，做基肥施用；第 2次为 3月下旬，作为

小麦返青水施用；第 3次为 5月下旬或 6月上旬，作

为玉米底肥施用；第 4次为 7月上旬，作为玉米追肥

施用；第 5次为 9月底，作为小麦基肥施用。收获的

全株玉米、小麦、燕麦制作裹包青贮，在奶牛日粮中

添加使用。以此形成了粪水还田、饲草自种、奶牛健

康高产的种养结合、循环、绿色养殖模式。以 2020
年为例，该场春季种植燕麦 700余亩，6月份全部收

割制作燕麦裹包青贮。6月上旬种植玉米，9月收割

制作全株玉米青贮（窖贮）。该场采取的“燕麦+全株

青贮玉米”种植模式能够获得质量稳定的燕麦青贮

和全株玉米青贮，牧场内每头泌乳牛日粮中添加燕

麦青贮和全株玉米青贮分别达到 10 kg和 25 kg，生
鲜乳的乳蛋白和乳脂率分别达 3.33%和 3.94%。同

时，泌乳牛日平均单产生鲜乳 34 kg，较之前提升了

2.5 kg，且奶牛夏季热应激大大缓解。在其他成本

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常规施用化肥，施用牧场粪

水时，单位地块可减施化肥 40%左右，平均节水

25%左右，每666.7 m2地可以增收158元。

2.2 引导奶农合作社做种养循环领头羊

在保定市畜牧工作站技术引导推广下，保定市

博野县兴农奶农专业合作社根据养殖规模、养殖方

式、消纳的土地、经济效益等情况，建立了分类收

集、分类处理、因地制宜还田施种、种植青贮玉米反

哺养殖成本的良性循环模式。通过创新畜舍结构

与雨污分流设施、粪污处理设施与田间施肥灌溉系

统有机结合。经过多年经验累积、专家指导和创新

思维，改造升级新型成牛舍和犊牛舍，利用新型畜

禽雨污分流全覆盖系统收集贮存雨水，结合奶牛通

铺垫床养殖技术，实现畜禽粪污源头减量化、分类

收集、综合还田利用。该合作社共流转土地 800余
亩，共 9块土地，在每块地建有 1个 50 m3的钢筋硂

储存池用于存贮发酵完成的液态粪污，并与灌溉系

统相连，通过科学控制施用比例，实现灌溉施肥一

体化，青贮玉米每 666.7 m2产量达到 3 t以上，实现

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降低饲料成本，实现农牧结

合的绿色发展模式。为保定市规模奶牛养殖企业

起到了示范带头的重要作用，为种养循环模式探索

了方法道路，为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好的经

验技术。

3 结 语

河北省保定市畜牧工作站瞄准种养循环一体

化这一方向，积极组织进行技术交流和问题会商，

培训农技推广骨干，建设综合性试验示范及展示基

地，通过一系列粪污处理、饲草种植、加工、收贮、利

用技术的推广，指导奶牛牧场将粪污全部高效利

用，实现零排放，农作物增产增收，实现牧场内农牧

系统有机结合的种养循环一体化模式。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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