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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畜禽养殖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适宜养殖区划定工作，是有效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合理布局

畜禽养殖场所空间和结构，促进畜牧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湖北省“三区”划定要依法依规，要正

确理解“三区”划定中的概念。

关键词 畜禽养殖；生态发展；环境保护；养殖“三区”划定

统筹畜牧生产生态发展
依法依规划定养殖“三区”

汪明阳 徐 奥
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武汉 430064

收稿日期：2016-12-21

汪明阳，男，1972年生，高级兽医师，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畜牧处调研员。

开展畜禽养殖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适宜

养殖区（下文简称“三区”）划定工作，是有效防治畜

禽养殖污染，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场所空间和结构，

促进畜牧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当

前，湖北省各地正在开展“三区”划定工作，已有近

60%的县、市制定出台了“三区”划定方案。但从公布

的方案来看，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少地方

对“禁养区”、“限养区”概念认识不清，划分尺度把

握不准，违背了开展“三区”划分工作的初衷。笔者

作为《湖北省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技术规范（试行）》

制定者之一，在此就湖北省“三区”划定工作谈谈自

己的理解和认识。

1 充分认识“三区”划定工作的重要
意义

划分养殖“三区”是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

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此项工作法律

上有规定，中央和省里有部署，畜牧产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有需求，其意义重大。

1.1 是贯彻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要

“禁养区”是相关法律和法规中所指的禁止建

设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的区域，相关表述最早见于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环保总局令第 9

号）（2001年）；2005年 12月 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第 40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

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2013年 10月 8日国

务院第 26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是指导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根本

大法，《条例》第 11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也就

加强水源地保护、对养殖业实行区域布局划分作出

了相关规定。《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 23条明

确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污染防治规

划和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依法划定畜禽养殖的禁养

区和限养区，并向社会公布。禁养区内已有的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限期拆除；

造成养殖者经济损失的，依法予以补偿”。上述法律

法规是我们开展畜禽养殖和污染治理工作的依据

和行动指南，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1.2 是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为做好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确立了顶层设

计、战略方向。对重要水源地、人口集中区等重要功

能区域建立生态保护制度，禁止或限制影响环境质

量的项目建设，符合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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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划定畜禽养

殖“三区”，实行养殖区域功能划分，是畜牧业主动

优化产业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

展的具体体现。

1.3 是更好推进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需要

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资源环境

约束，努力走出一条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

以畜禽粪便综合利用为主的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发

展道路。要统筹兼顾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调

整优化区域布局，按照水环境保护要求和土地承载

能力，科学确定、合理区分不同的养殖区域，宜养则

养、需禁则禁。彻底改变过去在养殖场建设上缺乏

规划、杂乱无序、不设门槛的现象，综合运用规划引

导、政策扶持、执法监管、标准制定、制度考核等多

种手段，统筹环境质量改善和畜牧产业转型升级两

个重点，循序渐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2 “三区”划定要依法依规

2.1 湖北省“三区”划定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2016年年初，湖北省环委会印发《2016年湖北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国务

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各地要制定本地

区《2016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科学

布局，2016年底前完成辖区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

划定”。为指导各地做好“三区”划定工作，经湖北省

人民政府同意，湖北省环保厅、湖北省农业厅印发

了《湖北省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技术规范（试行）》。截

至 2016年 12 月 10 日，湖北省已有 60 个县完成

“三区”划定工作。但从各地公布的划定方案看，不

少地方偏离了指导意见确定的划分原则和技术要

求，随意提高禁养区划定标准，盲目扩大禁养区范

围。有的地方将本应划为限养区的区域划为禁养

区；有的地方甚至将全县内都划为禁养区和限养

区，没有适养区，借“三区”划定之机，打压畜牧业。

这种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基础，忽视畜禽粪便的资

源属性，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简单粗暴地禁养和关

停，必将伤及产业发展根基，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

2.2 坚持原则和技术标准，做好“三区”划定工作

《湖北省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技术规范（试行）》

规定了湖北省畜禽养殖业养殖区域具体划分的原

则和技术要求，即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生

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

则；以区域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划分养殖区域的原

则；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和依法保护文物安全的原则；生态环境

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符合动物

防疫条件的原则；突出重点、简便及具有可操作性

原则。以上原则是湖北省“三区”划定的出发点和根

本目的，各地应严格遵循，不得擅自突破，按照《规

范》确定的技术要求做好“三区”划定工作，确保不

走形、不变样。

1）禁养区。所谓禁止养殖区，是指按照法律、法

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内，禁止建设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区域（含陆域和水域）。禁养

区划定要求：

①人口集中区域。各市（州）、区（县）的城市建

成区，不在建成区内的机关、学校、科研（种养殖试

验场除外）、医院、疗养院、敬老院、其他文化体育场

馆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边界向外延伸

500 m的区域范围。按此规定，乡镇、村庄以及城市

规划区等不在湖北省禁养区划定范围之列。

②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对河道型、湖

泊、水库、地下水和其他类型的饮用水源地进行一

级和二级保护区划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二级

保护区全部划定为禁止养殖区。

③重要水质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Ⅰ、Ⅱ

类水质水体的湖泊或流域，以及纳入全国江河湖泊

生态环境保护试点的水域禁养区的划定首先应参

照该水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或实施方案等，如无

相应规划或实施方案时可将水域水体及水域最高

控制水位线向外延伸 200 m的陆域范围划定为禁

止养殖区。

④其他生态功能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和省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区域，

以及其物理边界向外延伸 500 m的范围全部划定

为禁止养殖区。省级以下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文物

保护单位等区域周边禁止养殖区划定时可参照上

述标准执行。

⑤其他区域。其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禁

止畜禽养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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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养区。所谓限制养殖区，是指按照法律、法

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一定区域内，结合区域环境

容量，限定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总量的区域。限养区

划定要求：

①人口集中区域。含在“人口集中区域”所划定

的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1 000 m范围的区域；各

乡镇的城镇建成区，不在建成区的机关、学校、科研

（种养殖试验场除外）、医院、疗养院、敬老院、其他

文化体育场馆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边

界向外延伸 1 000 m的区域。

②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对河道型、湖

泊、水库、地下水和其他类型的饮用水源地划定限

制养殖区域。将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中的准保护区全

部区域范围划定为限制养殖区。

③重要水质功能区。即在重要水质功能区所划

的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 1 000 m范围的区域。

④其他生态功能区。即在“其他生态功能区”所

划的禁养区边界向外延伸 1 000 m范围的区域。

⑤交通要道。已建、在建的主要交通干线（铁

路、国省道公路）用地，平原地区边界外延 1 000 m

的范围、山区边界外延 500 m的范围。

⑥工业功能区。各类产业园区及产业聚集区规

划控制区域（市级以上政府划定，农业园除外）边界

外延 1 000 m范围。

⑦其他区域。根据各地城乡发展规划和区域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应当限制养殖的区域。

3）适养区。所谓适宜养殖区，是指除禁止养殖

区、限制养殖区以外的区域。

2.3 规范工作流程，确保“三区”划定科学严谨

各地在“三区”划定上，要规范工作流程，广泛

征求吸收各方意见，兼顾各方利益，切实做到科学

严谨。一是摸清底数。畜牧、环保部门要会同相关部

门依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规章等，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畜牧业发展

规划等，识别和初步确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

划定范围。二是核定边界。在初步确定划定范围的

基础上，组织开展实地勘察，调查禁养区划定各类

基础信息，明确拟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范

围边界拐点，形成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初

步方案，包括比例尺不低于 1∶50 000的畜禽禁养

区分布图，以及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范围

的文字描述等。三是征求意见。禁养区、限养区和适

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进行修

正。四是报批公布。各地畜牧、环保部门应将禁养

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送审稿）报请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报上一级地方畜

牧、环保部门备案。

3 正确理解“三区”划定中的几个概念

3.1 “禁养区”≠“无畜禽区”

有些地区在划定“禁养区”并进行清理整治的

时候出现了对“禁养区”概念误读的情况，主要表现

为划定的“禁养区”实行“全面禁养”，即划定区域内

1头猪或其它畜禽也不能养，现有养殖活动一律限

期清理。这是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表述的

一种典型误解。

一方面，从法律概念来说，“禁养区”是相关法

律和法规中所指的禁止建设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的

区域（即禁止建设达到省级人民政府设定养殖规模

以上养殖场所的区域）的简称，而不是 1头猪、1只

鸡或其它畜禽都不让养的区域。也就是说，“三区”

划定适用对象是全省范围内的规模化以上的各类

畜禽养殖场（小区）。湖北省人民政府确定的湖北省

规模养殖标准为：生猪≥500 头（年出栏）、奶牛≥

100头（存栏）、肉牛≥50头（年出栏）、蛋禽≥5 000

只（年存栏）、肉禽≥10 000只（年出栏）。对于规模

以下的养殖户来说，不是禁止其养殖行为，而是指

导其做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另一方面，《湖北省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技术规

范（试行）》，也不是要求禁养区内所有规模养殖场

必须一律关停。因教学、科研、旅游以及其他特殊需

要，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保留并完善了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工程措施的畜禽养殖场，不在关停转迁之

列。设此规定，实际上是为完全做到清洁养殖、绿色

发展的规模养殖场开了个口子。

3.2 “限养区”≠“少养区”

“限养区”是在一定区域内，结合区域环境容

量，限定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区域。限养区不是对

畜禽养殖量的限制，而是对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限制。限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必须实

现废弃物全部资源化利用或达到城市生活污水排

放标准（即 COD 低于 150 mg/L、氨氮低于 40

mg/L）。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做好养殖污染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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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对环境造成污染，限养区内对养殖量是不限

制的。对于限养区内不能做好污染治理工作的养殖

场（小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限期关停转

迁。

3.3 “适养区”≠随意养殖区

在适养区开展养殖活动，也应以区域环境承载

力为基础，合理规划和布局畜禽养殖行为。在该区

域内从事畜禽规模养殖的，应当实现废弃物的循环

综合利用或达到国家《畜禽养殖业污物排放标准》

（即 COD低于 400 mg/L、氨氮低于 80 mg/L）。适养

区与限养区的区别在于排放标准的不同，限养区的

排放要求更加严格。适养区，同样也不能发生养殖

环境污染问题。

3.4 “粪肥还田”≠“向环境排污”

不少地方对畜禽粪肥、粪浆液态肥、沼渣、沼液

等还田利用心存疑虑，看到液态肥、沼液等还田就

认为这是“将污染物排到田里”，是污染环境的行

为。其实，粪肥等还田利用和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有

本质区别。

第一，目的不同。排放污染物目的是将本生产

环节没有利用价值且不会再进入下一个生产单元

的产物排放到环境中予以处置的行为，不会带来任

何经济上的增值，只会增加环境污染负荷；而粪肥

等还田利用的目的是提供土壤和植物养分，且可在

种植业生产单元实现增值。

第二，效果不同。排放污染将直接增加环境污染

物负荷，而还田利用只要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规定（做到无害化并符合土地消纳利用需

求），符合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则不会导致污染。

《条例》在第十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采取

粪肥还田、制取沼气、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

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在第十六条规定“国家鼓

励和支持采取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的方式消纳利用

畜禽养殖废弃物，促进畜禽粪便、污水等废弃物就

地就近利用”，明确了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导向就是

通过“种养结合”实现“就地就近”的“还田”等“综合

利用”。

为了明确还田利用的概念，《条例》在第十八条

规定“将畜禽粪便、污水、沼渣、沼液等用作肥料的，

应当与土地的消纳能力相适应，并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可能引起传染病的微生物，防止污染环境和传

播疫病。”明确了还田利用的两个基本条件，即一是

做到无害化，二是不过量。换句话说，满足上述 2个

条件，就是“用做肥料”，而不是排放污染物。

2016年 10月 24日环保部、农业部关于印发

《畜禽养殖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

99号），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3.5 养殖场关停问题

1）关停对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农业部、湖北

省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对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经

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保留的除外）将限期关停转迁。

《湖北省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技术规范（试行）》规定，

对于限养区内“无法完成限期治理的养殖场（小

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限期关停转迁”。

2）关停时间。2016 年 11月，经湖北省政府同

意，《湖北省农业厅落实中央第三巡视组“回头看”

关于养殖污染综合治理问题整改行动方案》要求，

各地 2016年底前，制定出台本辖区禁养区内畜禽

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方案。2017年底前，由

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全部关闭搬迁到位。对水环境

质量不达标，畜禽养殖污染突出地区，如四湖总干

渠、天门河、汉北河、东荆河、通顺河等流域各地，

要在 2017年 6月底前完成关闭搬迁任务。对国家

南方水网地区重点区域和丹江口库区中，涉及湖

北省的 25 个县市：黄梅县、浠水县、武穴市、天门

市、仙桃市、潜江市、鄂州市、夷陵区、宜都市、枝江

市、松滋市、公安县、监利县、江陵县、石首市、江夏

区、黄陂区、嘉鱼县、钟祥市、丹江口市、郧阳区、郧

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要在 2017 年 6 月底

前完成关闭搬迁任务。

3）谁来关停和怎么关停。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都明确提出，关停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

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依法予以补偿。

行业论坛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