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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近年来畜牧业发展迅速，规模化养殖基地迅速增加，同时养殖排放的粪尿和污水造成的污染问

题也日益严重。养殖污染物可以对养殖场周围的土壤、空气、水源造成污染，严重影响周围的居民和动物身体健

康。严格控制养殖污物的排放，对排放的污水进行严格处理，优化饲料配比，减少粪尿中污染物，科学规划场区选

址和建设，保护好养殖场附近的自然环境，以期保障人民健康和我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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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衡量国家

畜牧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畜牧产业迅速发展，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农业经济的

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现代畜牧产业高速发展，奶

牛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日益提高，奶牛存栏数

在世界范围内已名列前茅。但是在我国奶牛养殖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排放的粪便和污水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由于当前的环境保护措施不

能及时处理日益增长的粪污排放，不仅对周边的土

壤、空气、水源造成严重污染，也危害附近的人畜健

康和奶牛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奶牛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及危害

在养殖奶牛的过程中，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奶牛的粪便、尿液、臭气、

粉尘、污水和动物尸体。目前已有文献报道[1]，每头

体重约为 600 kg的成年奶牛，1 d可排放 40～50 kg

粪便、20～25 kg尿液、18～20 L污水，同等规模的

奶牛场每天排放废水量、固体污染物量是养猪场和养

鸡场的数倍。调查表明，有将近 80%的规模化奶牛养

殖场的污染物都是直接排放或变相直接排放 [2]，大

量养殖污物得不到及时处理，会造成水体、空气、土

壤的污染并且可能导致传染病的暴发。

1）水体污染。牛场排放的水质污染物主要有细

菌、寄生虫卵、磷和氮，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污水直

接排放会导致养殖场周围的水体发黑、发臭。经过

微生物的分离鉴定试验可知，每克新鲜的奶牛粪便

中含有至少 5 亿个细菌，其中致病性大肠杆菌最

多，约占 85%。粪便中还含有大量奶牛线虫卵和蛔

虫卵，这些寄生虫虫卵可在水中生存 1年以上，这

些被污染的水源如果被人和家畜饮用，极易感染多

种寄生虫病和消化道疾病[3]。奶牛的粪尿和养殖污

水中有大量磷、氮等残留物，其中少量氮元素形成

氨气挥发，使得大气中的氮含量上升，其余的大量

氮元素被氧化形成硝酸盐并渗入地下水以及江河。

当水体中硝态氮和细菌总量上升时，藻类和其他水

生生物会快速增长，使得水中溶解氧含量急剧减

少，威胁虾和鱼类生存[4]。

2）土壤污染。当奶牛的粪尿直接排放于地表时，

污水可导致土壤自身空气阻塞，导致土壤的透水性

和透气性降低，进而引发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严重

下降。同时粪便中的盐类和重金属排入土壤可导致

盐积累，土壤含盐量升高，当盐含量达到一定程度

时就会成为盐碱地，无法继续耕种[5]。在规模化的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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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养殖中往往会在奶牛饲料中添加多种添加剂，其

中包含高剂量的铜、锌和磷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

素只有极少可以被吸收，剩余的都通过粪便和尿液

排出，如果直接排放到土壤，可长期在土壤中蓄积，

严重影响植物生长，而且会威胁人和动物的健康[6]。

3）空气污染。在奶牛的集约化养殖中，不及时

处理排放的大量粪便、尿液、污水和死亡尸体等，会

产生严重的恶臭。奶牛粪便产生的有害气体很多，

其中包括甲烷、氨气、二氧化硫和粪臭素等，这些污

染物会导致空气中含氧量下降。研究表明[7]，当前大

气中甲烷总含量以每年 1%的速度增长，其中全球

动物粪便产生的甲烷量约占排放总量的 7%，其中

绝大部分来自反刍动物。同时反刍动物排放的臭气

是造成“酸雨”和“温室效应”等现象的重要来源，严

重损害生态平衡。

4）微生物污染。奶牛的粪便和尿液以及生产过

程中的废水中都携带多种病原微生物，可造成如炭

疽、结核、口蹄疫和普鲁士杆菌病的多种人畜共患

病的发生。有调查表明[8]，当前世界范围内共存在约

250种人畜共患病，其中在我国存在约 120种，以奶

牛为传染源传播的有 26种，这些疾病传播的主要

途径是养殖场污染物排放。集约化牛场排放的污水

中平均每毫升含有 33 万个大肠杆菌和 69 万个肠

球菌，这些病原微生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可导致严重的人畜共患病，给人和家畜的健康带来

严重的损害。

2 控制环境污染措施

1）严格尿液及污水的处理。对污水进行多级沉

淀和固液分离，可有效减少有机物含量，是牛场污

水在排放前的必要处理。可以采用二级或三级处理

来处理污水，一级处理是通过沉淀分离污水中的悬

浮物和可沉降颗粒；二级处理是采用生物法分解污

水中的有机物并杀灭病原微生物。一般情况下养殖

废水经过这 2次处理即可达到排放标准，若要排放

卫生条件较高的水体，需采用三级处理。此外需要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为畜禽粪尿处理和粪水的利用

开发新手段。

2）生产和使用环保型饲料。通过调控饲料中的

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来减轻牛场污染物对环境的

危害。使用现代营养调控技术来调整饲料配比，使

用全混日粮机来充分搅拌奶牛饲料，最大限度提高

饲料转化率，减少粪尿造成的污染。

3）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通过对集约化养牛场

区科学、合理的规划来保证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当地

环境承载力。集约化养殖场选址必须远离人口稠密

区、江河湖泊的上游地区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养殖

场离居民区至少 2 km以上。养殖场内必须设立粪

尿收集池、尸体处理和污水处理设施。

4）规范各类药物添加剂和消毒药的使用。严格

管理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的使用，严禁使用对人体

有害的添加剂，如激素类药物等。推广使用药物添

加剂替代物，如酶制剂、益生素等。必须严格规范消

毒剂的使用，尽量选用低毒、高效、广谱的消毒剂，

少用或不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消毒剂。

5）适当控制养殖规模。发展奶牛养殖一定要根

据当地环境容量，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设置合理

的养殖规模，一味地盲目扩张会造成先污染后治理

的被动局面。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每个养殖场

都具备完善的污染物处理设施，但是其载畜量设置

科学合理，排放的废弃物可被周围环境完全降解不

会引起污染。养殖场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应与

周围地区的土壤消纳能力相符合。我国畜牧业在这

个方面可以借鉴畜牧业发达国家通行的限办大型

养殖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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