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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 了我 国畜禽养 殖 的特 点 、畜禽 粪便 产生 的环境 问题 以及 畜禽养 殖造 成严 重 污染 的原 因，提 出我 国畜 

禽养 殖业环境 管理 的主要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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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perties of livestock pollution in China，the main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the tea— 

sons of causing serious pollution by livestock．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livestock pollution in China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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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 国畜牧业的迅猛发展 ，畜禽养殖特别是规模 化畜禽养殖 已成为我 国农村 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 

许多地区的畜禽粪尿污染物排放量 已超过居民生活 、农业 、乡镇工业 和餐饮业的污染排放量 ，成 为许 多重要 

水源地 、江 、河 、湖严重污染及其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加强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已成为现阶段 

农村环境保护 的紧迫任务和重要 内容 。 

1 我国畜禽养殖业的环境影响 

畜禽养殖业的主要环境危害一是水质污染，畜禽养殖场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其污水生化指标极 

高 ，如猪粪尿混合排出物的 COD(化学耗 氧量 )值最高 可达 81g／L，BOD(生物耗氧量 )为 17～32g／L，NH 一N 

浓度为 2．5～4．0g／L；1个采用人工清粪 的万头猪场每天产生 COD16～18g／L的污水达 60多 t。高浓度畜禽 

有机污水排入江河湖泊中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畜禽污水排入鱼塘及河流中使对有机物污染敏感的水生生 

物逐渐死亡，严重威胁水产业的发展。此外，其有毒、有害成分易进入并严重污染地下水，使地下水溶解氧含 

量减少，水质中有毒成分增多，严重时使水体发黑、变臭，失去其使用价值 ，而畜禽粪便污染的地下水极难治 

理恢复，将造成较持久性的污染。二是空气污染，畜禽养殖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 

甲烷等有毒有 害成分 ，污染周 围空气 ，严重影 响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空气质量 。 日本在恶臭法 中确定的 8 

种恶臭物质 ，其中氨 、甲基硫醇、硫化氢 、二 甲硫 、二硫化 甲基、三 甲胺等 6种 与畜牧业密切相关 ，之后又追加 

了丙酸 、正丁酸 、正戊酸 、异戊酸 4种低级脂肪酸，这些物质在畜禽粪便 中特别是猪粪中含量极大。三是传播 

病菌，畜禽粪便污染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卵以及孳生的蚊蝇，使环境中病原种类增多、菌量增 

大，出现病原菌和寄生虫的大量繁殖，造成人、畜传染病的蔓延，尤其是人畜共患病时会发生疫情 ，给人畜带 

来灾难性危害。畜禽粪便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因此许多国家均将畜禽污染的管理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要内容 ，并制定法律 、法规严加管理。我 国畜禽养殖业 的环境影响特点一是畜禽养殖污染构成 目前我 国较严 

重的污染源 ，据有关研究表明 1995年我国仅猪 、牛 、羊及家禽每年产生的粪便量约为 17．3亿 t，而当年我国 

各工业行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为6．34亿 t，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其 COD和 BOD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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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 6400万 t和 5400万 t，远远超过工业的排放量。畜禽粪便堆放及清粪冲洗管理不当，大量污染物质 

进入到水体，据估算 1995年我国畜禽粪便主要污染物(因子)COD、BOD、NH —N、总 P、总N的流失量分别为 

728．26万 t、498．83万 t、132．20万 t、41．95万 t和 345．50万 t。同期工业废水的 COD排放总量为 768．37万 

t，我国畜禽行业仅废水 COD排放就接近全国工业废水的 COD排放总量。我国 N肥的流失率正常为 8％～ 

20％，P肥的流失率正常为 5％，按此计算畜禽粪便 中 N、P的流失量大于化肥 的流 失量 ，约为化肥流失量的 

122％和 132％。畜禽养殖污染正 日益成为我 国水体污染 的主要 因子 、农村 面源污染 的主要根源 ，若不严加 

管理，任其发展，将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二是畜禽粪便的流失也严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 ，调查 

数据表明 1994年流入太湖和上海水体的 COD为 7．339万 t，BOD为 5．477万 t，总 N为 2．175万 t，总 P为 

0．572万 t。太湖 流域畜 禽粪 便 COD、BOD、NH —N、总 P、总 N 的流 失 量分 别 占总污 染 负荷 的 7．13％、 

10．91％、6．38％、16．67％和10．1％，对太湖流域 富营养 化的贡献较大 ，对 区域 环境质量有相 当影响。近 10 

多年来上海市畜禽养殖业得到迅速发展 ，畜禽粪便年排放量 已突破 540万 t，接 近工业废渣排放量 (663．11 

万 t)和全市居民生活废物排放量(663．44万 t)。1992年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开展了“黄浦江水环境综合整治 

研究”重大课题 ，对黄浦 江上游的面源污染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黄浦江流域畜禽粪便的 COD、BOD、总 N、总 P 

的污染年负荷量分别为 68555t、22152t、34115t和 3132t，畜禽粪便造成 的环境污染 占黄浦 江上游污染 总负 

荷的 36％，而居民生活 、农业 、乡镇工业和餐饮业 的污染负荷分别为 33．8％、19．2％、6％和 4．4％，畜禽业 造 

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该 区域面源污染最主要 的污染源 。 

2 造成畜禽养殖业环境影响的主要原因 

2．1 生产与技术原因 

首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迅速发展，畜禽业经营方式和饲养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畜禽业 

多为分散经营，在农村中仅作为副业生产，畜禽饲养头数少、规模小，畜禽废弃物可及时处置，对环境的污染 

尚不严重 。近 10多年来畜禽业大力发展 ，由农村副业 发展成为独立 的行业 ，规模 由小变大 ，畜禽头数成千上 

万 。近年来我国禽畜的规模化 、集约化饲养发展很快 ，据 不完全统计 至 1997年底全 国大中型畜禽养殖场 已 

达 1．4万个 。其次畜禽场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农业 区、牧 区转向大 中城市及城镇郊 区。 自 1988年“菜篮 

子工程”实施后 ，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畜牧业 的发展 ，纷纷兴建了一批集约化养殖场 ，这些养殖企业大都位于 

城市近郊和人口密集地区，使城市畜禽环境污染问题更加突出。此外，农牧脱节、畜禽粪便得不到充分利用 

是造成畜禽粪便污染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化肥生产的迅猛发展 ，化肥的大量使用取代了畜禽有机肥 ，畜禽 

粪便没有应用 出路 ，使畜 禽粪便从“利”变“害”发生了质的变化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 

2．2 政策与管理原因 

首先在畜牧业发展上农业与环境政策脱节 ，主要表现一是政策制定环节 的脱节 ，畜禽养殖业 迅速发展一 

直是农业部 门的政策 目标 ，几乎各级农业部门都将畜牧业发展做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长的重要 

内容加以推行，但由于环境保护不是其核心职能，因此对畜禽污染防治却未在其政策中充分体现。同样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也未将畜禽污染纳入其水污染 、大气污染、固废污染防治的重点内容，而主要强调了工业和生 

活污染的防治，对畜禽养殖的环境管理在强调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却出现了所谓的政策真空。二是政策执行 

过程的脱节 ，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政策制定脱节不断被放大 ，在基层环境管理 中农业部 门促进包括畜禽在 内的 

农业发展的职能非常明确，但环境保护部门管理包括畜禽养殖业污染在内的农村环境问题却缺乏相应职能， 

使基层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几乎完全失控 ，农业 与环境政策在决策层 和执行层 面的脱节 造成 目前 我国畜 

禽养殖业环境管理基本空白的局面。其次受职能影响，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未对畜禽粪便环境污染问题加以 

高度重视和管理 ，长期 以来农业生产中的环境管理一直是农业环境保护部 门的职责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对农 

业环境的管理较薄弱。加之集约化畜禽养殖是近 10年刚刚发展起来，现行的污染源管理主要针对城市工业 

污染源 ，对畜牧业生产企业未执行“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全国尚无统一的畜禽饲养场污水排放标 

准和畜禽养殖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因此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尚未对畜禽粪便的环境污染实施有效的环境管 

理 。而大中型畜禽饲养基地建设是各地政府“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障城市副食品供应意义重 

大，不可简单地实施“关、停、并、转”，环境保护部门对其监督管理极为困难。 

3 我国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对策 

从发达 国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的管理情况看 ，对畜禽粪便污染 防治管理一是实施种养区域平衡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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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发展畜禽养殖业绝大多数属于既养畜又种田的模式 ，有充足的土地可以消化利用畜禽粪便。如荷 

兰全国只有 4个大型农场，整个农业、畜牧业分散在全国 13．7万个家庭农场 ，农场产生的畜禽粪便 自身进行 

消化；丹麦则靠全国8万个既种粮又养畜的自耕农 ；美国虽有大型畜牧场，但在养猪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年 

产 200～500头猪小型农牧结合的农场。二是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必须有一定的污染处理设施处理畜禽污 

水，做到达标排放，或者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畜禽场交纳污水厂污水处理费用。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我国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基本原则一是采取疏堵结合 

的方式防治污染，即一方面要积极引导进行综合利用 ，提倡农牧结合、种养平衡一体化，通过综合利用增加收 

益，从源头及生产过程减少排放，减少治理成本，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要建立起 

严格的法规和标准，强制养殖场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手段，实现达标排放。二是采用各种手段支持和鼓励综 

合利用，畜禽粪便同许多工业污染源不同，其中含有丰富的肥源，1995年全国畜禽粪便的 N、P量分别为 

1597万 t和 363万 t，同期我国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分别为 2021．9万 t和 632．4万 t，畜禽粪便中的N、P含量 

相 当于我国同期施用化肥量的 78．9％和 57．4％。因此畜禽粪便是我国农业生产 中的宝贵资源 ，畜禽粪便 的 

大量流失或弃之不用是 资源的巨大浪费 ，利用好畜禽有机肥不仅可减少畜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 ，也可提高土 

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三是贯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生态化的原 

则 ，鉴于我 国畜禽养殖污染源数量大的特点 ，在环境管理上首先要强调减量化 的原则 ，要 通过多种途径如雨 

污分离、干湿分离、饮排分离等手段减少污染源的利用和处理难度及数量，在此基础上实施资源化利用 ，与工 

业污染防治的资源化利用不同，畜牧业的整体利润率不高，只有通过资源化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治理。 

针对我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特点和环境管理的不足，现阶段实施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主要对策一是 

建立和完善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着手建设畜禽养殖业 的法规体 系，与畜禽养殖环境管理有关 的专 门管 理 

办法和标准即将出台 ，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将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且各级环境保护部 门也逐渐建立起 相 

应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二是实施分级管理 ，加强部门合作。对我国畜禽污染业污染的管理，要按不同规模分 

级管理，既体现中央适度集权，又充分发挥地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积极性，同时要加强与畜禽养殖行业管 

理部门的合作，共同加强我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管理。三是近期将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的污染控制作为管理 

重点，具体包括严格规范新建畜禽养殖场的建设 ，畜禽养殖场的建设要按照农牧结合、综合利用优先的原则 

合理规划；新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要有“三同时”措施；对已建的畜禽养殖场要按总量 

控制原则，根据其环境功能区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整治，限期治理；对建设在环境敏感区内的畜禽养殖 

场要坚决搬迁 、关闭；对畜禽粪便污染 的管理要纳入总量控制 ，实施 畜禽 污染物排污 申报登记制 度和排污许 

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畜禽污染物排放。四是采取多管齐下的宏观性管理手段，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是一项 

综合性管理，涉及多方面农村政策，因此应在多方面加以配套 ，其中包括采取农业与环境政策一体化的思路 

来调整生产结构 ，实施农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建立有利于我国种养平衡一体化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 

农业等生产系统 ；调整现行的一些农村政策如增加对有机肥的生产优惠和使用方面的推广补贴 ；将畜禽养殖 

业的环境管理同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进行环境规划，实现合理布局；增加政府在畜禽环境管理方面的 

投入，可适当改变过去的生产鼓励性补贴为环境保护补贴等多种方式，确保环境保护投资的落实；加强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的适用技术、工艺研究与开发，包括利用畜禽粪制沼气等技术，建立环境保护市场；强化宣传和 

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和养殖者的环境意识，实现有效的技术扩散等。目前，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已引起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只要明确目标，政策和措施到位，真抓实干 ，畜禽养殖业的环境问题必将得到 

妥善解决，以保证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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