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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高淳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成效、问题及对策

徐政平 1 杨晓伟 2

1.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畜牧兽医站，南京 211300；
2.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畜牧兽医站，南京 211300

摘要 高淳区作为南京市后花园，坚持生态立区，打造全域美丽大花园，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推广

应用种养循环发展利用模式，探索出了“生态+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取得了较好成效：优化了畜牧产业布

局，推行了种养循环发展利用模式，开展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村推进试点，建立了网格化监管机制；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非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难度大，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配建资金不足，配套用地难以解决；今

后应加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提档升级，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村推进，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

探索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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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积极探索“生态+畜牧业”

发展路径，积极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广应用

种养循环利用模式，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显著提升，极大改善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本文对

高淳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的成效、存在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巩固提升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水平，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高淳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畜禽养殖情况

2020年全区拥有畜禽规模养殖场22个，其中生

猪规模养殖场12个，肉鸡规模养殖场5个，蛋鸡规模养

殖场3个，羊规模场2个。2020年全区生猪年出栏量

5.33万头；羊出栏0.122 5万头，家禽出栏量75.1万羽。

1.2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现状

2020年度全区畜禽粪污产生总量为64 034.46 t，
资源化利用量为6.4万 t，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5%；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00%，规模养

殖场治理率 100%。引导养殖场配套粪污消纳用

地，推动生猪养殖粪污全量就近就地低成本还田利

用，打造了一批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养殖主体。

2 高淳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成效

2.1 优化了畜牧产业布局

严格实施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分区管控，对

涉及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民集中区、森林

公园、重要水体等区域全部划定为禁养区，禁养区域

30个，涉及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民集中

区、森林公园、重要水体等区域，总面积 363.94 km2，

占国土总面积的 46.06%。全区禁养区关停规模养

殖场291个，限养区规模养殖场治理408个。

2.2 推行了种养循环发展利用模式

高淳区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式全部为种养结合

就地利用模式，采取干清粪工艺，粪便堆积发酵还

田。20个规模养殖场全部完善了雨污分离、污水储

存池、非露天堆粪场等相关设施设备，污水经过集

中收集进入沼气池、储存池，进入氧化塘，处理后的

肥水通过管道直接还田，通过管道等方式输送到自

有流转土地或协议消纳种植主体作为肥水灌溉还

田利用。2个新建楼房式标准化猪场，猪场满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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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00头育肥，日污水量达 300 m3/d，场内氧化塘存

储能力达 50 000 m3，可存储 5个月以上。建有与规

模相适应的雨污分离、污水收集处理、非露天堆粪

场等相关粪污设施设备并保持稳定运行，采用干清

粪工艺，污水经固液分离后，固粪进入立式高温发

酵罐生产有机肥、污水进入高效UASB反应器产生

沼气供给沼气锅炉做燃料。场外配套消纳用地 2
200多亩以上，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污染物大幅降

低，每亩土地承受能力大幅提高，可满足农田灌溉

标准排放需求，形成“畜禽→粪污→治理→利用→
肥料→农作物”生态循环模式。

2.3 开展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村推进

试点

在东坝街道游子山村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整村推进试点，投入44万元对游子山村5个自

然村 216户的散养家禽新建家禽围栏 216户，户均

8.38 m，合计1 810 m；新建干粪堆积棚3个，合计30 m2，

全村畜禽养殖圈养率达100%、全村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率100%、全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100%。

2.4 建立了网格化监管机制

压实各镇（街）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和养殖主体责任，结合网格员职

责对养殖场（户）实行长效化管理，同时加强畜禽规

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信息化监管，利用信息

化技术，在4个规模养殖场开展规模场粪污资源化利

用远程监控试点，接入江苏省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

直报信息系统，实行对规模养殖场实时网络化监管。

3 高淳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面临

的问题

3.1 非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难度大

非规模养殖场规模小，自筹资金能力弱且没有

申报资源化利用主体资质，相关粪污处理设施不完

备，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短板。

3.2 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配建资金不足

部分规模养殖场设施老化，粪污处理深度不

够、效率不高，而粪污处理设施的建设成本较高，后

期维护费用较高，养殖业风险大、利润低，养殖场投

入粪污治理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1]。

3.3 配套用地难以解决

由于土地受限，新建、扩建永久性畜禽养殖场

的设施用地和现有规模养殖场改扩建粪污治理设

施用地无法得到保障，部分规模养殖场难以扩大和

提升粪污处理设施。

4 高淳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统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粪肥还田利

用技术指导，推广种养结合典型模式，加快构建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4.1 加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提档升级

加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升级改造畜禽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完善消纳地基础设施建

设，建设运输管网、生态沟渠和喷滴灌设施，提高资

源化利用率。

4.2 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村推进

及时总结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村推进

试点的经验，结合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加大非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推

进力度，实行畜禽圈养模式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引导

群众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改变畜禽养殖方

式，从而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4.3 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

围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和新

装备，加强对畜禽养殖主体的培训。开展清洁生

产、生态循环综合利用等实用性技术的利用与推

广，进一步加强引导畜禽养殖主体做好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工作[2]。

4.4 探索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新途径

扶持农业经营主体在畜禽养殖密集区收贮畜

禽养殖粪污，建设堆粪场、田间污水调节池，购置粪

污运输车等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依托省农科院

进行技术服务，开展“黑水虻”养殖，把畜禽养殖粪

污转化成动物蛋白饲料，用于水产、畜牧养殖。处

理后的畜禽粪便，无需添加任何辅料可直接堆肥并

快速升温发酵，直接用于农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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