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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粪 尿 合计

猪 127.69 210.69 338.38

牛 397.12 198.56 595.68

羊 209.25 32.19 241.44

鸡 114.97 - 114.97

合计 849.03 441.44 1 290.47

项目
粪 尿

氮 磷 钾 氮 磷 钾

猪 7 508.17 4 354.23 5 107.60 6 592.77 1 095.59 -

牛 17 354.14 4 686.02 4 964.00 15 884.80 794.24 -

羊 15 693.75 5 440.50 9 416.25 4 506.60 630.92 -

鸡 11 313.05 6 173.89 9 772.45 - - -

合计 51 869.11 20 654.64 29 260.30 26 984.17 2 520.75 -

摘要 综合开发利用畜禽粪便资源，降低畜禽养殖业污染，是发展绿色、生态畜牧业的必由之路，本文对十

堰畜禽粪便资源及利用潜力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为辖区畜牧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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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便由于富含有机质、氮磷钾等营养物

质，加以开发、循环利用，不仅可以避免环境污染，

而且能够生产肥料、饲料、沼气等，化废为宝。随着

畜禽规模养殖不断扩张，畜禽粪便数量骤增，如未

能予以消纳、利用，将会污染大气、土壤、水域，甚至

传播疫病、危害人类健康。科学开发利用畜禽粪便、

有效降低环保风险、保障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目前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十堰

辖区畜禽粪便资源进行科学测算、深入分析其利用

潜力的同时，根据生产实际，提出了应对措施，旨在

为生产提供借鉴。

1 十堰市 2016年畜禽粪尿总量测算

1）饲养量。全市 2016年畜禽饲养量 5 158.02

万头（只），其中：猪、牛、羊、禽分别为 320.83万头、

54.40万头、220.50万只、4 562.29万只。

2）粪尿量。统计显示，十堰市 2016年畜禽粪尿

总量达到 1 290.47 万 t，其中，粪 849.03 万 t，尿

441.44 万 t。牛粪尿合计量最高，猪、羊次之，鸡最

少。猪、牛、羊、鸡粪便量占总粪便量的 26.22%、

46.16%、18.71%和 8.91%。

3）氮磷钾量。表 2统计数据表明，本市 2016年畜

禽粪尿中氮磷钾总量分别为 78 853.28、23 175.39、

29 260.30 t。其中，各类畜禽粪尿氮磷钾量占畜禽

粪尿氮磷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猪 17.88%、21.08%、

17.46%；牛 42.15%、22.69%、16.96%；羊 25.62%、

26.34%、32.18%；鸡 14.35%、29.89%、33.40%。

2 畜禽粪尿资源潜力分析

2.1 沼气生产

若将辖区畜禽粪便全部收集，作为沼气生产，

可生产沼气 69 583.40万 m3，可节省煤炭 139.17万 t，

相当于减少 CO2排放量 263.72万 t。

2.2 肥料生产

1）农家粪。全市畜禽粪便厌氧发酵，可直接施

表 1 十堰市 2016年畜禽粪便产生量 万 t

表 2 十堰市 2016年粪便氮磷钾含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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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使用维生素十要点

1）当鸡群有应激反应（如接种疫苗、转群等）时，应多添加 10%的 VA、VE、VC、VD。

2）当鸡群有慢性病（如慢性呼吸道疾病）时，也应多添加 10%的 VA、VE、VC。

3）在肉鸡饲料中多添加 5%的 VA，可提高饲料报酬，有利于加快鸡的生长发育速度；对雏鸡来说，

饲料中 VA含量愈低，鸡的球虫病发病率就愈高，因此在鸡患球虫病时，饲料中应多添加 20%的 VA、VK、

VC。

4）在鸡患脂肪综合症时要多添加 5%的氯化胆碱和 10%的多维素。

5）在炎热的夏季，鸡饲料要多添加 2%的 VC，可提高鸡抗病能力，降低鸡体温度，提高生产性能，降

低应激反应。

6）蛋鸡在其产蛋高峰期间，应多添加 2%的 VB2，为增加蛋壳的硬度，除应在饲料中多添加 2%的钙

质外，还应多添加 2%的 VA、VC。

7）当鸡群发生白痢、球虫病时，在饲料中应添加倍量的多维素。

8）当鸡群发生某种维生素缺乏症时，饲料中维生素的添加量应是常量的 3倍。

9）幼鸡、种鸡饲料中维生素的添加量应是常量的 1倍。

10）一般来讲，笼养鸡要比散养鸡的饲料多添加 10%的多维素。

来源：围场农牧局

肥农田 215 080 hm2，占全市农田 95.38%，可节省

复合肥 161 310 t，节约资金 33 068.55万元。

2）有机肥。利用全市畜禽粪便全部生产有机肥，

其理论产量可达到 51.62万 t，产值达到 40 263.60万

元，可施肥农田 17 206.67 hm2。

3）尿素。全市畜禽粪尿氮可生产尿素 168 850.71 t，

产值为 27 016.11万元，可施农田 225 133.33 hm2，

基本上可满足本市需求量。

4）复合肥。按测算，全年畜禽粪便可生产氮、磷、

钾分别为 262 844.27、77 251.30、97 534.33 t；产值分

别为 52 568.85、38 625.65、195 068.66万元；可施肥

农田面积分别为 352 060、103 000、130 046.67 hm2。

2.3 转化饲料

由于畜禽粪便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纤维素

和矿物质等，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加工转化为

饲料，用来饲喂畜禽等，可替代大量畜禽饲料，从而

有效降低饲养成本。

3 措 施

1）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畜禽粪便的

无害化处理、开发利用，不仅关系到畜牧业持续发

展，而且关系到环境生态安全。因此，政府应结合市

情，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对畜禽粪便及

排泄物的收集、加工、处理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促

进产业发展壮大，实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2）运用市场杠杆，建立产业体系。坚持以“政府

为引导、政策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杠杆”的

方针，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畜禽粪

便等污染物产业体系建设。一是开展招商引资，引

入龙头企业，发挥带动效应；二是抓好本辖区已有

企业的培育、扶持，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三是大力鼓

励建立“企业 +养殖场 +农户”、“合作社 +养殖场

（户）”等经营模式，完善畜禽粪便加工处理产业链

条，实现养殖减排、加工增效、生态改善的多赢目

标。

3）严格依法治污，强化监督管理。在严格执行

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重点抓好：“严”字

当头，全面贯彻《十堰市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划分与

实施方案》，把“禁养令”落到实处；管理“关口”前

移，新建养殖场规划设计必须将畜禽粪便处理列

入，提高门槛，实行“谁养殖、谁处理、谁污染、谁负

责”制度；对现有规模养殖场开展“排放达标”，未达

标依法整改，拒绝整改或整改验收不合格者，一律

“清退”，确保畜禽养殖清洁、环保、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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