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11期

当前，正值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污染

防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养殖业环境保护提到新高

度、新日程。如何减少畜禽粪污的排放量，对已产生

的粪污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及综合利用，实现无害

化、资源化，保证畜牧业、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已成为现代养殖的重要课题。湖北省畜牧良种场

通过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调查，摸清了湖

北省畜牧良种场畜禽养殖规模、畜禽养殖产生废弃

物的数量、粪污处理方式及利用情况，为后期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制定，

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改善养殖场及周边的环境质

量，推动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为后期加强监管

监测、健全监管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美丽

乡村的建设。

1 畜禽养殖及粪污资源现状

湖北省畜牧良种场区域内现有 1 座牛场和 2

座猪场，2018年出栏生猪 5.1万多头，出栏牛 71头，

年产生猪粪约 0.24万 t，年产生牛粪约 0.11万 t，经粪

污站处理后产生粪渣约 0.05万 t，沼液约 8万 t。经

查看，养殖舍全部实行了雨污分离，全部污粪集中

收集，新（改扩）建了相应的粪污治理设施，全部沼

液入土还田，废水达标排放。省畜牧良种场有畜禽

粪污处理中心 2处，铺设粪污管道 4 500 m，可灌施

粪肥的农田 63.33 hm2，建产床一体化牛舍 4栋，设施设

备配套率为 100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80 %。

2 主要做法

2.1 源头减量全收集

全场实行雨污分离、粪尿分离，部分猪舍根据

生产需要采用人工干清粪，每天 2次，收集的猪粪

集中在粪池中进行发酵腐熟处理，腐熟完主要供场

内 33.33 hm2瓜果蔬菜基地使用。

2.2 分类施策全处理

养殖场的污水并不是“污水”，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肥水，它本身不会污染环境，只是放错了位

置的资源，通过污水处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形成

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养殖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利

用高床漏缝水泡粪设计养殖生产，对猪粪和粪水使

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是规模 2 000头母猪的养殖场粪污经管道

提升至粪污处理中心的收集池（8 m×8 m×4 m），

所有污水在收集池通过提升泵提升至固液分离机，

固液分离机通过螺旋挤压，将粪渣从污水中挤压出

来，粪渣经过堆肥发酵后外运直接用于果树和蔬菜

施肥；污水进入厌氧塘（48 m×42 m×4 m），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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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全氮/（mg/kg）

样本 3 3.87 2.23伊103

样本 1 4.92 2.15伊103

样本 2 4.26 2.16伊103

全磷/（mg/kg）

0.084

0.094
0.099

钾/（mg/kg)
1.89
1.81
1.66

有机质/(mg/kg)
68.8
74.1
18.8

铁/(mg/kg) 铜/(mg/kg) 锌/(mg/kg)
28 805 46.2 91.5
22 824 39.0 88.2
26 505 48.7 100.6

采样点

pH COD/(mg/L)
处理粪水 8.22 274

氨氮/(mg/L)
137

总氮/(mg/L)
530

总磷/(mg/L)
17.3

钾/(mg/L) 铁/(mg/L) 铜/(mg/L) 锌/(mg/L)
524 152 0.364 0.852

检测项目

微生物的水解反应，能有效去除污水中的病原体，

同时水解大分子有机物，降低出水 COD，为后续 AO

塘反应提供了有利条件，AO塘（90 m×42 m×4 m）

通过提供足够的氧气，结合微生物的反应可大量去

除水中有机物，同时通过混合液回流，利用硝化、反

硝化的原理降低水中氨氮含量，兼氧塘（21 m×

18 m×4 m）也是反硝化的一部分，将 AO池硝化产

生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反硝化生成二氧化氮排出，

从而降低水中氨氮含量，MBR 塘（18 m×18 m×

4 m）属于深度处理的一部分，将前面处理过的水再

进行一次深度处理，进一步降低出水指标，为水质

优化提供了保障，达标后的污水经高压管道输送到

周边 300 hm2的青贮玉米地和农田进行灌溉。

二是规模 200 头母猪的养殖场的粪污经管道

提升至粪污收集池（2 m×3 m×4 m），粪渣处理方

法同上，粪水进入硬化池（20 m×8 m×4 m）或双

膜沉淀池（55 m×10.5 m×4 m）分库发酵；硬化池

和双膜沉淀池交替使用，发酵好的肥水通过高压管

道灌溉青贮玉米、水稻和小麦等。发现灌输过程中

有污水渗漏到清水沟，及时使用专用粪污处理车进

行清理还田。

2.3 粪肥还田全利用

通过对土壤养分、粪水成分、青贮玉米需求量

检测并进行探索试验，结果经粪肥灌溉的田块种植

的玉米、水稻和小麦与没有施用粪肥的产量没有区

别，灌施粪肥的田每 667 m2节约化肥 25 kg以上，

降低成本 80元左右，其效果既达到了畜禽粪污的

循环利用，又凸显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见

表 1）。

1）3个样本土壤养分检测结果见表 1（其中样

本 1、2在上一年度进行过粪肥灌溉，样本 3从未进

行过粪肥灌溉），粪水检测结果见表 2。

2）根据青贮玉米的营养需求和土壤养分含量测

算，符合历年的施肥标准：每 667 m2平均需用施复

合肥（总氮、总磷、总钾各 15%）50 kg、尿素（氮

46%）15～20 kg。即播种前施底肥（复合肥）50 kg，

播种后 1个月（苗生长到 40～50 cm高时）施追肥

(尿素)15～20 kg。结合青贮玉米生长所需主要营养

成分，测算每 667 m2青贮玉米满足氮、磷、钾成分

所需粪肥量，分别为 31.5 m3、433.5 m3、14.3 m3，以

满足氮肥为标准，适当补充磷钾肥。水稻种植上没

有做有效数据。

3）通过粪肥替代部分化肥种植青贮玉米的探

讨性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小田管理（1.1 hm2）收割产

量达到了 3 515 kg/667 m2的好指标，大田试验受

到地势影响，收割产量也达到 2 985 kg/667 m2以

上。今年大田产量比 2018 年收割产量（2 800

kg/667 m2）每 667 m2高出 185 kg，说明粪水灌溉部

分替代化肥种植青贮玉米是切实可行的。每 667 m2

可节约肥料费用（复合肥 25 kg、尿素 15 kg）和人工

费用共计 100元以上。并经试验结果证明，孕穗期

多施粪肥 1次，每 667 m2产量提高 226 kg，说明孕

穂期施粪肥可以提高产量。

4）从土壤养分检测结果看，猪场粪肥灌溉种植

结束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样本 1、样本 2）较未施用

粪肥的（样本 3）有显著提高，说明施用猪粪肥可以

有效改良土壤。

2.4 种养结合促发展

种植的青贮玉米经青贮发酵后饲喂牛只，2018

年以前，牛场牛粪处理为人工收集干清粪入集粪

池，然后堆积发酵后还田作为青贮玉米种植的底

肥，或者直接用于养殖蚯蚓的基质料，牛尿经污道

表 1 土壤检测结果

表 2 粪水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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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沉淀池，通过管道灌施农田青贮玉米作物。目

前牛场的牛群全部使用产床一体化养殖，粪尿全部

在床内垫料中发酵降解，垫料使用 5年后一次性还

田做为青贮玉米种植的底肥，真正做到绿色养殖，

循环利用。

2.5 病死猪全部无害化处理

养殖场病死猪目前按照《畜牧法》《动物防疫

法》规定，由当地畜牧部门派无害化处理车收走做

无害化处理。

3 存在问题

3.1 畜禽污染处理站建设用地不足

部分养殖场为了企业更高更快地发展，迎合市

场需求，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注重增加产出扩大规

模，使得粪污量大，处理设施明显不足，扩建粪污处

理中心又因土地资源难以征用到位，对于这些养殖

企业来说，难以良性循环，环境污染压力长期存在。

3.2 源头减量控制不足

部分养殖场受建设布局和设施设备的影响，部

分栏舍现代化程度不高，忽视了源头减量控制，导

致生猪养殖中用水量多，污水产生量严重偏大，给

后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带来很大难度。

3.3 部分时段养殖粪污难消化

由于养殖场生产中的粪污量有明显的季节性

变化，农田植物生长期各阶段的需肥量不同，灌溉

粪肥也有季节性使用，造成部分时段养殖粪污难消

化。建议粪水达标排放设备要启动。

4 加强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策
及建议

当前环保日趋严格，规模化猪场尽量采用资源

化利用模式，在养猪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减少污染

物的直接排放、实现粪污的无害化处理与循环利用

是现代养猪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污水经

沉淀池多级沉淀发酵后达标排放，沉淀物以沼气和

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粪水以就地、就近用

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但全面

实现规模猪场粪污能源化、肥料化利用还需多方共

同参与协调解决。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开展多

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

环保意识，大力推广高效节能的生产方式，有效开

展污染治理，真正实现养殖废弃物治理“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要求。猪场投资人必须有高度的环保

意识，采用雨污分离、清污分流，并制定猪场粪污处

理与利用相关标准和规章制度，了解并选择固液分

离的必要性，解决配套农田不足及作物需求量不均

衡问题。

2）认真做好节肥减排和种养结合的循环利用。

从源头着手，通过选用节水型饮水器，安装漏缝地

板减少冲栏次数，严控饲料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手段

减少粪污后期治理总量，尽量使用产床一体化养殖

牛群。充分利用干湿分离、厌氧制沼、水肥灌溉等技

术处理粪污，固体粪收集送有机肥厂加工有机肥或

堆沤发酵后还林还田，配套建设粪水输送和配比设

施，在农田施肥和灌溉期间，实行肥水一体化施用。

3）强化监管。加强养殖污染监管，组织养殖企业

培训，引导业主加大污染防治设施投入，建成“畜 -

污 -沼 -粮（鱼）-菜（果、田）-畜”等种养结合、农

牧循环、综合利用模式，并保证已建成的治理设施

正常稳定运行。

4）加强合作。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加强粪污

处理、功能饲料和健康生产等关键技术的合作，全

面提升规模化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水平，加

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推动养猪业可持续发展，结

合种植及养殖发展绿色农业，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

循环利用，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5 结 语

目前，对于粪污及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利用都

有成功的经验和方法，但对养殖场的臭气进行处理

却很难，有待于研究探讨出有效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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