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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年全国超过 20个省份划定了生猪禁养区，南方水网地区猪场拆迁也在逐步推进。在环保定生死

的今天，猪场如何利用最低代价实现废弃物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效益和生存

发展，本文从猪场环保现状与面临的问题、猪场废弃物减量化排放、猪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猪场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 4个方面探讨猪场环保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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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生猪年出栏量 68 502万头，占全球

生猪出栏量的 52.01%；年末全国生猪存栏量 43 504

万头，占全球生猪存栏量的 57.48%；猪肉总产量为

5 299万 t，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 62.0%，占全球猪

肉总产量的 47.92%。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相继颁布

实施，2016 年全国二十几个省份划定了生猪禁养

区，南方水网地区猪场拆迁也在逐步推进。2016年

广东省关闭和搬迁养猪场约 2.5万个，减少生猪存

栏量 315万头；浙江省等禁养大省，因禁养减少的

生猪数量占到整个饲养量的 50%；生猪养殖大县福

建延平区一个月清掉了 208万头猪。在环保定生死

的今天，猪场如何用最低代价实现废弃物减量化排

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效

益和生存发展。

1 猪场环保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1）猪场粪污体量大，危害大。目前我国每年产

生的畜禽粪污约 38亿 t，再加上生产过程的冲洗

水，实际排放的污水总量远远超过 200亿 t，其中猪

的粪污量约 15亿 t、实际污水总量 80亿 t以上。如

此数量庞大的粪污大部分未经任何处理就地排放，

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导致水体污染、空气污浊，影

响土壤质量，造成了土地和水体富营养化，危及人

畜的饮水安全和生命健康。这不仅制约养猪行业的

生存发展，而且给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不利的

影响，已经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和迫在眉睫需

要解决的难题。

2）政策制订和执行滞后、脱节。《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十三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重点流域农业面

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规划（2016-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

方案（2017-2020年）》等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政策法

规 2001年以后才陆续出台，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

利用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和要求，各个职能部门之

间缺乏统一协调，政策制订和执行滞后、脱节。

3）先污染后治理，被动防治。20世纪 80年代开

始，中国养猪业告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散

养户逐渐退出，规模化、集约化猪场如雨后春笋般

兴建，规模化猪场成为养猪生产的主体，规模化程

度越来越高的同时猪场废弃物也相对集中，普遍没

有经过任何处理就地直接排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按照“谁污染，

谁治理”原则，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

与修复的主体责任，并时刻面临高额的处罚和量

刑。

4）猪场环保没有统一的模式。养殖业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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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法规以定性为主，定量标准少，可操作性不

强，而且猪场环评所针对的是工业污染而不是养殖

业污染，猪场废弃物处理依据环评报告进行工业污

染处理，使得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和运行费用高昂。

环保是猪场 2001 年后才逐渐接受和面对的新课

题、新事物、新瓶颈，各猪场规模、自身条件差异大，

普遍情况下猪场环保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排放不

达标，再继续改造，学费没少交，环保投入成了无底

洞。

5）猪场环保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和综合利用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畜禽养殖者

的污染防治义务不明确，目前有关环保规定没有体

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特殊需要，没有考虑不同规

模畜禽养殖者的实际承受能力，规定的污染防治义

务过于笼统，致使大量养殖者未切实履行环保义

务；在规模化猪场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种植业

与养殖业严重脱节，舍弃有机肥而大量使用化肥，

粪肥还田难，使其没有了消纳的去路而大量累积为

养殖废弃物，种植业在遭受农药和化肥污染的同时

降低了土壤的肥力和农产品质量；猪场生产布局与

农村环境保护统筹协调不够，大多猪场没有将配套

环保用地和配套农田纳入规划，配套农田土地流转

难度大、限制多、成本高；猪场废弃物收集、无害化

处理和综合利用配套技术、设备设施相对落后，一

次性投入大、维护成本高；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最

佳方案是通过还田利用等进行资源化利用，但由于

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和要求，目前我国畜禽养殖废

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还很低，既浪费了宝贵的资

源，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环保问责力度大，环保执法

力度不断加大，污染治理达标难，全国多地掀起禁

养、拆猪场行动，一些地方对上级下达的关停指标

层层加码，随意扩大禁养范围，大幅提高控减指标，

甚至采取全面禁养、将养猪场一拆了之的粗暴做

法；能源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市场推广难等问题。

6）猪场环保投入的实际困难。养猪业本身是一

个低利润、高风险行业，难以承受建设环保工程的

高额投资。生产规模为 1 000头母猪的猪场环保工

程一次性投入高达 300万以上，污水处理成本也高

达 6～20元 /t，1头出栏猪的环保处理费用高达 50

元以上。中小规模猪场融资难，主要依赖自有资金

和民间借贷。尤其在行情低迷时，猪场生存都困难

重重，环保投入更是雪上加霜。猪场环保是一个系

统工程，污染防治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在总投资

成本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需要政府、社会的扶持

和参与，需要政府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对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让猪粪的收集转化

和废弃物的利用体现更明显的经济效益，让猪场、

种植户和专业服务团队在废弃物的转化和利用上

分享效益、分享利益。通过利益机制来构建环境管

理的长效机制。

2 猪场废弃物减量化排放

猪场环保的出路始于猪场建设，包括猪场的科

学选址、规划布局和废弃物源头减量化猪场设计。

在此基础上，提高饲料利用转化率，控制冲栏用水，

彻底固液分离，从生产源头上实现最低的排放量和

后续处理量。

2.1 猪场的科学选址

近十年来，在环保风暴下多地猪场被清拆的血

淋淋的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猪场选址的重要性。

猪场场址选择应特别重视以下几点：①符合国家畜

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

优先选择《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

重点发展区，其次选择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

慎选约束发展区；②不在现有禁养区和限养区新

建、改建、扩建猪场；③着眼于长远考虑，有可能划

入禁养区和限养区的场址慎重选择；④猪场废弃物

排放应符合区域总量控制要求；⑤远离城市、居民

区、水源保护区、潜在的水源地、旅游景点和工矿

区；⑥靠近农区、山地和产业化水产生产区；⑦选择

地势高、地形开阔、背风、向阳、水源充足、水质良

好、电力充足、交通便利的地方作为场址；⑧环评、

验收、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报备等手续完备，环保批

准、发改委立项之后才能动工兴建猪场。

2.2 猪场的规划布局

1）猪场建设提倡适度规模，以种养结合、养分

平衡为基础，以地定畜，以种定养，以养促种，按照

土地承载能力确定养殖规模，按照猪粪还田资源化

利用配套农田最低要求配套相应的农田、山地，参

考以下 3种方法。

①查表法（见表 1）。

②公式测算法。根据农田氮磷养分需求量以及

需求比例，最小养分需求量决定施用量。如果施用

的氮磷养分超过了作物的需求量，那么过多的氮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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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猪粪还田资源化利用配套农田最低要求参数表

猪场类型
规模 /

头
清粪工艺

堆肥场有效

容积 /m3

集污池容

积 /m3

肉猪场年出栏量

3 000

干清粪

300

1 296

水冲粪 2 520

水泡粪 660

5 000

干清粪

500

2 160

水冲粪 4 200

水泡粪 1 100

猪苗场母猪存栏头数 1 000
干清粪

300
4 800

水泡粪 2 400

自繁自养猪场年出栏量

5 000

干清粪

575

3 360

水冲粪 5 400

水泡粪 1 700

10 000

干清粪

1 150

6 720

水冲粪 10 800

水泡粪 3 400

配套农业用地 /666.67 m2

水稻单季 菜地 甘蔗 沙田柚 香蕉 苜蓿 烟草 绿化林

750 240 240 150 540 540 450 900

1 250 400 400 250 900 900 750 1 500

1 250 400 400 250 900 900 750 1 500

1 575 500 500 325 1 125 1 125 950 1 900

3 150 1 000 1 000 650 2 250 2 250 1 900 3 800

养分就会流失，对环境造成污染。

基于作物氮磷养分需求的猪粪还田利用配套

农田面积（）：

= /

——— 为年饲养天数（d）；

——— 为每头猪固体粪或污水日产生量（kg/

（头·d））；

——— 为固体猪粪或污水氮磷含量（%）；

——— 为各类作物氮磷养分年平均需要量

（kg/hm2）。

③依据国际上通行的种养配比，666.67 m2 农

田配套饲养 2 头生猪，666.67 m2 耕地配套饲养 3

头生猪，666.67 m2林地配套饲养 0.2头生猪。

2）废弃物堆放、处理场所应处于猪场生产区、

生活区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方向的地势

较低区域。

3）场区绿化：植被能防止臭味扩散，吸收、过滤

含有气味的气体和粉尘，降低猪场场区温度，降噪，

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环境质量。

4）设施齐全：要有相应的环保设施保证不污染

环境，以不污染环境为目的，处理的技术和工艺达

到具体的要求。

2.3 源头减量化猪场设计

目前猪场环保大多舍本求末，往往注重废弃物

产生后末端治理，而忽视源头控制。生产才是猪场

废弃物的源头，源头减量化猪场设计有利于从源头

上实现减量化排放，开展清洁生产，节约用水、减少

污水产生量和处理量，降低污水污染物浓度，降低

处理难度，降低处理成本。

雨污分离：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各用 1条管道

输送，进行排放或后续处理的排水方式，做到雨污

分流。雨污分流后能加快污水收集率，提高污水处

理率，避免污水对河道、地下水造成污染，明显改善

猪场周边水环境，还能降低污水处理成本，这也是

雨污分流的一大益处。猪舍屋面不漏雨，下雨雨水

不能进入猪舍内，雨水沟和污水沟（或管道）分开，

污水沟、管道全程密封，管道防雨、防渗、防溢、防

臭。雨水直接排放，不必进入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排

入污水池进行后续处理。

全漏缝 /半漏缝：漏缝地板的使用可以在生产

环节实现固液分离。漏缝地板的优点是能将猪和粪

尿隔离，实现更加清洁干燥的生产环境，减少疾病

发生机会，并且对幼龄猪尤其有利。而实心地面猪

舍地面潮湿、猪舍空气湿度大，地面潮湿，难以保持

清洁和干燥，实际操作困难、劳动效率低、人工成本

高故而人工清粪难以实现。

干清粪工艺：实现粪尿分离。干清粪工艺的优

势：有利于保持猪舍内清洁、干燥、无臭味，空气卫

生状况好；有利于猪群和工作人员的健康；产生污

水量远远少于其他清粪工艺（见表 2），且有机物浓

度低（见表 3），有利于后续的净化处理；固体猪粪含

水量低，营养成分损失小，有利于堆肥等后处理；做

出的有机肥具有高效生物活性、肥效价值高，有利

于市场推广；减少固液分离机的投入和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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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清粪工艺的猪场污水水量和水质

项目 水冲粪 水泡粪 干清粪

用水量 30～40 20～25 5～10

项目 水冲粪 水泡粪 干清粪

污水

水量

平均每头 /（L/d） 35～40 20～25 10～15

万头猪场 /（m3/d） 210～240 120～150 60～90

水质

指标

BOD5/（mg/L） 5 000～6 000 8 000～10 000 200～800

CODcr/（mg/L） 11 000～13 000 8 000～24 000 800～1 500

SS/（mg/L） 17 000～20 000 28 000～35 000 100～350

有利于降低猪场废弃物处理成本，提高猪场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效率。推荐采用 V型刮粪机 +导尿

管，粪尿分离更彻底，收集的猪粪更干燥。

饮排分离：细节决定成败。猪只浪费的饮水往

往容易被忽视，滴漏的饮水直接混入猪粪，猪粪含

水量太大会导致无法实现干清粪。实现饮排分离

的 2个方法：一是采用自动水位控制器 + 饮水碗

（盆），利用水的重力和大气压强相互作用从而精

准控制饮水碗（盆）或饮水槽水位，永远保持同一

水位，节水 40%，从而降低猪场污水量；二是滴漏

的饮水进行回收，回收的饮水不必进入污水管道，

直接排入雨水沟（或雨水管道），也是源头减排的

重要环节。

2.4 老猪场改造、扩建

参照以上源头减量化猪场设计。

2.5 精准饲喂

调整饲料配方，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

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改进饲料加工工艺，提高饲料

营养物质的消化率和利用率，减少猪粪尿的排泄

量，降低氮、磷及抗生素、微量元素（尤其是重金属）

的排泄量。

2.6 控制冲栏用水

全程节水饲养，不冲栏；空栏清洗消毒改变用

水冲洗的方式，改用机械清理后使用移动式泡沫机

泡沫清洗消毒。泡沫清洗消毒是一种先进的外表面

清洗消毒方式，消毒剂以泡沫的形式喷到猪舍地

面、墙壁、围栏等表面，黏稠的泡沫可以在表面停留

较长时间，以便与污垢充分接触、浸润和反应，同时

由于泡沫的密度低，因此冲洗起来比较方便，大大

减少了水的损耗，此外泡沫良好的附着性和一定的

流动性使其易于渗透到细微处，避免卫生死角且易

于过水，确保清洁更彻底、更安全。从而提高了清洗

消毒效果，减少了水和消毒剂的消耗。

2.7 彻底固液分离

无论猪场污水采用任何系统或综合措施进行

处理，首先都必须进行固液分离，其重要性及意义

主要在于：首先，一般养殖场排放出来的污水中固

体悬浮物含量很高，最高可达 160 000 mg/L，相应

的有机物含量也很高，通过固液分离可使液体部分

的污染物负荷量大大降低；其次，通过固液分离可

防止较大的固体物进入后续处理环节，防止设备的

堵塞损坏等。此外，在厌氧消化处理前进行固液分

离也能增加厌氧消化运转的可靠性，减小厌氧反应

器的尺寸及所需的停留时间，降低设施投资并提高

COD的去除效率。固液分离技术一般包括筛滤、离

心、过滤、浮除、沉降、沉淀、絮凝等工序。目前，我国

已有成熟的固液分离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其设备类

型主要有筛网式、卧式离心机、压滤机以及水力旋

流器、旋转锥形筛和离心盘式分离机等，分离出的

固体干燥粪便含水率可达到 65%。

采用源头减量化猪场设计，猪粪已经是固形

物，只需要将污水进行固液分离，将污水中有机物

减量化；而水冲粪、水泡粪工艺因污水量大，需要投

入更多的固液分离设备，水泡粪工艺如浸泡时间太

长（2个月以上）会严重发酵增加固液分离难度、且

对设备腐蚀大。分离出来的固体粪渣应及时送往堆

肥场处理，或送往其他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可

在场内积存。

3 猪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猪场废弃物包括猪粪尿、污水及病死猪、胎衣

等，因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在利用之前需

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在利用时对人、畜和环境造

成不利的影响。

3.1 猪粪无害化处理

目前国内无害化处理猪粪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堆肥。我国数千年来农田中所使用的肥料，

就是使用人畜的粪尿和植物茎叶作堆肥为主。堆肥

是利用含有肥料成分的动植物遗体和排泄物，加上

泥土和矿物质混合堆积，在高温、多湿的条件下，经

过发酵腐熟、微生物分解而制成的一种有机肥料。

每隔大约 3～4周翻积 1次，大约经过 3个月左右，

即可将此堆肥回田利用。堆肥最好放置在堆肥舍

中，若无堆肥舍也可露天堆肥，覆盖上破席、破布、

稻草或塑胶布，但必须选择适当地点，以避免日晒、

表 2 不同清粪工艺的猪场用水量 L/（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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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猪粪高速发酵机设备参数

型号
规格 /m 安装面

积 /m2

处理量 发酵时

间 /d

消耗电

力 /kW直径×高度 t/d 存栏量

T-60 φ4×5.5 165 5 3 700 7 33

T-70 φ4×6.0 165 8.5 4 100 7 37

T-80 φ4×6.5 165 10 5 000 7 42

T-90 φ4×7.5 165 12 6 000 7 50

T-110 φ4×7.9 165 14 7 000 7 50

雨淋及风吹，导致肥效丧失。因此，为了获得优质堆

肥，在堆制过程中，千方百计地为微生物的生命活

动创造良好的条件是加快堆肥腐熟和提高肥效的

关键。堆肥处理的优点是设备投资少，操作简单；缺

点是处理时间长、处理场地面积大、处理量小、受环

境温度影响大。

2）猪粪高速发酵机生产堆肥。猪场大量的固体

猪粪推荐采用猪粪高速发酵机进行无害化处理。猪

粪高速发酵机的工作原理：在温暖湿润和有氧条件

下，经多种微生物共同作用，粪便中的有机物质可

降解转化为稳定的无异味的腐殖质类物质。这是粪

便中有机物、微生物、水分、氧气等诸因子相互作用

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微生物以粪便为食物

生长繁殖，消耗氧气，主要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及稳

定程度高的腐殖质类物质，同时释放热量，使系统

内温度升高，45～60 ℃时促进微生物的代谢，60～

75 ℃时可杀死粪便中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卵和

草籽等。微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条件包括适宜的

氧气供给、温度、湿度、pH等。猪粪高速发酵机将从

以上几个方面为微生物提供适宜条件，使猪粪在最

短时间内达到无害化程度，并达到生物有机肥的生

产标准，也使畜禽粪便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程度

得到有效遏制。猪粪高速发酵机的组成部件：由发

酵罐体、搅拌器、涡轮风机、投料机构、排料机构、加

温装置、电控柜等组成。猪粪高速发酵机的特点：封

闭式立式发酵设备，发酵速度快，一般在 5～7 d完

成发酵，设备运行稳定，维护率低，操作简便，使用

寿命长，绿色环保。

猪粪高速发酵机模式：高温发酵干燥模式生产

堆肥；规格：W5000L5000H5500-7900（防雨棚高度

10 m）；设备占用面积：7 m×7 m；设备容量：60～

110 m3；设备总功率：33～50 kW；深部温度：80 ℃

以上；处理时间：自行诊断型（自动型）；处理前猪粪

水份量：约 75%；处理后有机堆肥水份量：约 30%～

35%；占地少：垂直圆筒形，最小的占用面积，达到最

大的处理能力；自动化：便利地投入、运行、排放，经

济型的自动化运行；发酵干燥：不使用水分调节剂

的安全发酵和干燥技术；使用寿命长：不锈钢制造，

使用寿命长；高速发酵：使用粪便高速发酵机将自

然发酵需要 6～12个月的时间缩短为 1 d。

猪粪高速发酵机的七大优势（见表 4）：①一进

一出封闭发酵，没有二次污染，统一处理发酵过程

中臭味、气体、粉尘、废水，发酵场周边干净；②不受

外界温度影响，一年四季都可以发酵，发酵装置壁

面用保温玻璃棉做了隔热处理，热损失少；③运行

费用低（采用高效节能电机），维护费用低，自动化

程度高，操作简便，用人少；④高效发酵，5～7 d发

酵完全，效率高，发酵时间短，猪粪腐熟快，有机物

料可直接还田，与单纯干燥方式有明显区别，彻底

发酵；⑤与粪便接触的部位全部采用 SUS304不锈

钢材料，保证设备长期稳定可靠运行，设备使用寿

命达 30年以上；⑥可以在狭小的场地安装，可以利

用空闲零碎的空地，一站式解决猪场粪便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问题；⑦核心技术源于发达国家高

端技术，技术成熟。

3.2 污水无害化处理

1）厌氧处理。厌氧处理是指在没有游离氧的情

况下，以厌氧微生物为主对污水有机物进行降解的

一种处理方法。在厌氧处理过程中，复杂的有机物

被降解，转化为简单、稳定的化合物，同时释放能

量。目前较为成熟且常用于猪场污水处理的厌氧工

艺有全混合厌氧反应器（CSTR）、升流式固体反应器

（USR）、推流式反应器（PFR）、厌氧折流板反应器

（ABR）、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及厌氧复合床反

应器（也称污泥床滤器 UBF）等。

2）好氧处理。好氧处理是一种在有氧的条件下，

以好氧微生物为主，使有机物降解的处理方法。污

水中存在的各种有机物主要以胶体状、溶解态的有

机物为主，作为微生物的营养源。这些有机物经过

一系列的生化反应，逐级释放能量，最终以无机物

质稳定下来，达到无害化。猪场污水好氧处理主要

工艺有：氧化沟工艺、间歇式活性污泥法（即 CASS

法）、好氧生物处理技术 -生物膜法等。

3）厌氧 -好氧组合。

3.3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是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处

理病死猪尸体及相关动物产品，消灭其所携带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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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参数

型号 W500 W1000

处理周期 /h 12 12

消耗燃油 /L 6 13

工作压力 /MPa 0.35 0.35

吊装方式 人工省力装置 人工省力装置

主体尺寸 /m 5×1.35×3.1 7×2×3.5

单批次处理容量 /kg 500 1 000

接入电源 /V 220/380 220/380

消耗电量 /（kW/h） 1.2 1.2

工作温度 /℃ 145～160 145～160

设备净重 /t 约 1.8 约 2.8

占地面积 /m2 30 35

原体，消除病死猪危害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大

处理方法。

1）焚烧法。焚烧法是指在焚烧容器内，使病死

猪及相关动物产品在富氧或无氧条件下进行氧化

反应或热解反应的方法。优点：动物的尸骨无害；缺

点：焚烧过程容易造成空气污染，而且需要消耗大

量能源，成本昂贵。

2）掩埋法。掩埋法是指按照相关规定，将病死

猪及相关动物产品投入化尸窖或掩埋坑中并覆盖、

消毒，发酵分解动物尸体及相关动物产品的方法。

优点：使用生石灰等灭菌，方法简单；缺点：灭菌不

完全，填埋不当容易造成水源和土地污染。用地成

本高，不排除小动物食用后再次传播疾病，也给不

法分子偷盗创造条件并进入餐桌而造成食品安全

隐患。

3）发酵法。发酵法是指将病死猪及相关动物产

品与稻糠、木屑等辅料按要求摆放，利用病死猪及

相关动物产品产生的生物热或加入特定生物制剂，

发酵分解动物尸体及相关动物产品的方法。优点：

实施生物发酵，相对经济，处理方法简单，处理量

大；缺点：对于重大动物疫病的处理尚有难度，周期

长、占用场地较大。

4）化制法。化制法是指在密闭的高压容器内，

通过向容器夹层或容器通入高温饱和蒸汽，在干

热、压力或高温、压力的作用下，处理病死猪及相关

动物产品的方法。优点：高温高压高有效杀毒灭菌，

处理周期短，直接可转化为有机肥，高效、环保、低

碳、节能。缺点：一次投入资金稍大，减少了猪场就

业机会。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工作原理：高温高压整

体湿化化制法处理，即在密闭的高压容器内，通过

向容器夹层或容器通入高温饱和蒸汽，在高温

（145～160 ℃）、压力的作用下，处理病死猪及相关

动物产品的方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高标准

高要求，以压力容器制造标准，通过高温高压灭菌

处理（温度在 150～180 ℃，压力 0.35 MPa），对处

理物彻底灭菌（见表 5）。组成部件：蒸汽发生器，设

备的能量来源，给无害化处理机提供高温高压蒸

汽；燃料，柴油，蒸汽温度 150～180 ℃，压力 0.35

MPa；燃油箱，为蒸汽发生器提供燃料，燃料为柴油；

水箱，为蒸汽发生器提供清水；吊装工具，将病死猪

搬运至压力容器，吊装重量 500 kg。

4 猪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猪场废弃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利用好猪

场废弃物对于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

土壤生产能力、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具有非常重要的

实际意义。猪场要严格遵守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政策

法规和规定，改“被动”为“主动”，切实履行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并保持正常运

行，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粪污处理，确保粪污资源

化利用。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循环利用，根据

自身条件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循环利用、集中处理

和达标排放等废弃物处理利用模式，猪场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主要有以下 4种模式。

1）集中处理模式。在养殖密集区，依托规模化

养殖场处置设备设施或委托专门从事粪便处置的

处理中心，对周边养猪场（养殖小区、养殖户）的粪

便和（或）污水实行专业化收集和运输、并按资源化

和无害化要求集中处理和综合利用。集中处理模式

建设过程中应避免猪粪运输过程引起的疫病传播。

有条件的猪场（养殖小区）可建立简单的固液原料

堆肥化和厌氧化处理，再集中进行处理。适用范围：

无粪便处理能力的分散性畜禽养殖户区域、有一定

规模的小型猪场或采用“公司 + 农户”的规模化企

业。

2）种养结合模式（肥料化利用模式）。猪场（养

殖小区）采用干清粪方式。固体猪粪经过堆肥后就

近或异地用于农田，液体进行厌氧发酵或多级氧化

塘处理后，就近应用于大田作物、蔬菜、果树、茶园、

林木等。借鉴国际上实施“畜禽粪便综合养分管理

计划”的成果和成功经验，根据当地降雨、水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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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大鹅严把“三关”

1）把好孵化关。一是选好种蛋。对一些畸形蛋、硬壳蛋、漂蛋以及一些长时间放置的种蛋绝对不能

使用；二是种蛋入孵前要严格消毒。主要使用甲醛薰蒸法和新洁尔浸泡法。经过消毒的种蛋可以提高

胚胎发育，增强鹅雏的体质；三是把握好孵化温度。采用薄膜水袋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用木板钉个

框，按照炕或床的大小来钉，然后将水袋放入框内，在水袋上下各铺上 1层棉被，水袋内注水高度为

12.15 cm，在上面放 3支温度计。温度掌握是最关键的环节，主要通过换水来调节，正常孵化前期要保

持在 37.8～38.9 ℃，后期要保持在 37.2～37.8 ℃。

2）把好防疫关。一是在 1～3日龄注射小鹅瘟高免血清，预防小鹅瘟出现；二是育雏室保持清洁干

爽，要经常清扫、消毒；三是平时精心饲养，注意饲料搭配和营养需要，不要使用发霉饲料和垫料；四是

经常检查鹅群动态，发现病鹅要及时查明原因，及时治疗，若确定是传染病，应立即隔离，全群防疫，防

止疫病扩散；五是放牧时要防暴晒、防雨淋、防农药中毒等。

3）把好饲养关。一是针对鹅生长发育快的特点，喂配合饲料，保证大鹅营养；二是针对鹅体温调节

能力差的特点，鹅舍温度保持在 25 ℃以上，随着日龄的增加再逐渐降温；三是针对鹅易扎堆的特点，

限制雏舍密度。在 1～5日龄的雏鹅每平方米不超过 20只，随着日龄的增加，雏舍密度可随之放宽；四

是针对公母雏生长速度不同的特点，适时分群，时间掌握在月龄 1个月。此外，在中鹅、大鹅的饲养过

程中，坚持放牧为主、补饲为辅的饲养方法，小鹅出壳后 1个月便开始放牧，每天再定时补喂精饲料，

使饲养的大鹅体质强、生长快、死亡率低。

来源：中国百科网

形、粪便养分含量、土壤性质、种植作物特点，粪水

收集、贮存、无害化处理、粪肥与化肥混施、深施技

术和设备，全链条规划实施猪场废弃物养分综合利

用计划，通过自有土地或土地流转等方式，促进猪

场废弃物就近还田、资源化利用，实现土地配套、种

养平衡。适用范围：周围农田充足的规模化猪场。

3）清洁回用模式（能源化、多元化利用模式）。

猪场（养殖小区）采用机械干清粪，高压冲洗，严格

控制生产用水，减少养猪生产过程用水量。固体猪

粪堆肥处理，主要用于栽培基质、牛床垫料、种植蘑

菇、养殖蚯蚓蝇蛆、碳棒燃料等方式处理利用。液体

粪通过污水管网输送、雨污分流和固液分离，污水

深度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猪场内粪沟或圈栏等冲洗，

无排放。适用范围：所有规模化养殖场。

4）达标排放模式。在耕地畜禽承载能力有限的

区域，猪场（养殖小区）采用机械干清粪，控制污水

产生量。固体猪粪通过堆肥发酵生产有机肥或复合

肥。液体粪通过厌氧、好氧生化处理或氧化塘、人工

湿地等自然处理，排放水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5 结束语

猪场的环保问题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猪场

要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因地制宜，借鉴国内外先进

的技术和成功经验，结合最新的环境保护理念，不

断科技创新、积极主动转型升级，科学选址、合理规

划、合理布局、清洁生产、防治结合、综合利用、强化

管理，以最小代价做好废弃物减量化排放、废弃物

无害化处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坚持种养循环，提

升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能力，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生产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协调发

展，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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