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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江苏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水平，达到污染减排要求，完成污染减排任务，本文从分析江苏省畜禽养殖业污染产生量、

排放量和污染特征入手，对污染治理措施和法律、法规及政策支撑等进行了归纳总结，深入分析了目前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了适合江苏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技术模式，以及促进污染减排目标实现的管理机制和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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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pollution control an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pollution reduc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excrement and sewage productions, emissions and pollution charac原
teristic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so on, and profoundly analized cur原
rent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put forward the technology modes that be suitable for Jiangsu Provinc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pollution control, propose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guarantee conditions that promote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s realiza原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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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畜

产品产量平稳增长，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初步构

建了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畜牧业已逐步发展成为

江苏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010年畜牧
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14.7%，较
2006年提高 1.6个百分点，全省猪、牛、羊、禽肉类总
产量达 356.7万 t、禽蛋产量 190.6万 t，牛奶产量 57.3
万 t[1]，为满足全省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提高居民
生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

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导致农

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2011年 6月，国家首次将畜
禽养殖污染减排作为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纳入污染减排范围，江苏省政府

也对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排放限量实施目标考核、责

任管理。研究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措施，制定污染减排

的技术规范和法律法规，推进和指导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规范工作的开展，实现畜禽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双赢目标，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1 江苏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特征分析

1.1 畜禽养殖业发展特征
1.1.1畜禽养殖总量大，规模化程度高

2010年江苏省畜禽养殖量：生猪 3 141.30万头，
肉禽 121 350.50 万只，蛋禽 20 148.65 万只，奶牛
20.55万头，折合成标准生猪单位为 6 040.96万头[2]。
2010年生猪、肉禽、蛋禽、奶牛规模化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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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3%、94.49%、90.92%、92.57%，肉禽、蛋禽、奶牛的
规模化程度均超过了90%，生猪的规模化养殖比例稍
低。将肉禽、蛋禽、奶牛折合成标准生猪单位后，江苏

省规模化养殖比例为 86.94%[3]。
1.1.2畜禽养殖种类发展不平衡，地区分布差异明显

2010 年，江苏省共有各种类型的规模养殖场
（厂、户）共 164 062家，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 84 939
家，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 51.77%；肉禽、蛋禽、奶牛
规模养殖场分别为 35 450、42 642、1 031家，分别占
总规模养殖场数的 21.61%、25.99%和 0.63%。2010年
徐州市和盐城市共计生猪出栏、肉禽出栏、蛋禽存栏、

奶牛存栏 1 118.82万头、58 318.48万羽、10 303.99万
羽、8.04万头，折合标准生猪共计 2 514.64万头，占江
苏省畜禽养殖折合标准生猪总量的 41.63%[3]。
1.1.3生猪养殖以一般规模为主，肉禽、蛋禽、奶牛养
殖以中大型为主

从养殖数量看，江苏省生猪一般、中等、大型规模

养殖量分别为 1 324.67、634.68、580.42万头，占规模
养殖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2.16%、24.99%和 22.85%。
而肉禽一般、中等、大型规模养殖量占规模养殖总量

的比例分别为 20.90%、27.26%、51.85%；蛋禽为
13.35%、54.06%、32.58%。奶牛为 14.46%、13.53%、
72.01%[3]。
1.2畜禽养殖污染产生和排放特征
1.2.1污染产生量大

据测算[4-6]，2010年江苏省畜禽养殖共产生粪尿
废弃物约 3 889.05 万 t，其中粪便 2 833.74 万 t，尿
液 1 055.32万 t，粪尿折合成猪粪当量 5 805.25万 t
（粪便和尿液折合猪粪当量粪便分别为 5 200.33万 t
和 604.92万 t[7]），共产生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
磷、总氮分别为 322.03万 t、10.15万 t、6.91万 t、31.17
万 t。其中苏北 5市畜禽粪便和尿液产生量占一半以
上，分别为 1 919.08万 t、652.64万 t。
1.2.2污染物排放量高

2010年，江苏省畜禽养殖 COD、氨氮、总磷、总氮
的排放量分别为 37.76万 t、5.09万 t、3.09万 t、13.33
万 t[3-4]。为了找出江苏省畜禽养殖主要污染物，进一
步将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芋
类水标准浓度折合成等标排放量[8]，江苏省畜禽养殖
COD、氨氮、总磷、总氮的等标排放量分别为 1.89 万
t、10.17万 t、30.92万 t、13.33万 t，由此分析，COD虽
然实物排放量最大，但是等标排放量最小，总磷对水

环境影响最大，总氮其次。

1.2.3耕地污染负荷重，地区间畜禽养殖分布不均
经测算[1，3，9-11]，全省耕地平均畜禽粪便负荷量为

0.83，各市从大到小排序为徐州市（1.92）>盐城市
（0.89）>南通市（0.83）>南京市（0.76）>宿迁市（0.75）>
常州市（0.67）>泰州市（0.65）>淮安市（0.57）>连云港
市（0.55）>苏州市（0.51）>无锡市（0.48）>镇江市
（0.45）>扬州（0.31），其中徐州、盐城、南通、南京等市
养殖量大、密度高；从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的土地消

纳负荷看，除扬州以外，江苏其他各市的土地负荷警

戒值已远远超过环境胁迫水平的 0.49（正常值应小于
0.4）。
1.2.4生猪养殖污染减排压力大

从养殖类排污量分析，生猪占养殖总量的

46.66%，COD、氨氮、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占总排放
量的 45.06%、63.78%、31.72%和 46.59%，居排放量之
首；从减排难易程度分析，江苏奶牛养殖规模化程度

高，污染治理设施配备较全，蛋禽、肉禽排泄物以干粪

为主，污染治理难度小，而生猪养殖以小型规模为主，

数量多，污染治理难度高、压力大。

2 治理技术模式与政策现状

2.1 江苏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典型技术模式
近年来，江苏太湖流域根据养殖类型、养殖规模、

养殖区域等畜禽养殖场（户）特点，统筹兼顾、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以粪污资源化利用为导向，形成了许多

特色明显的粪污处理工艺，在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

2.1.1种养结合堆肥直接还田技术
该技术是养殖场（户）将畜禽粪便经过高温堆肥

无害化处理直接还田或就近出售给周边种植大户作

为肥料，养殖废水经过储存池稳定化处理后，作为肥

水浇灌农田的处理模式。要求养殖场自身或周围要有

足够的农田消纳粪污，才能不对外排放。目前，江苏在

太湖流域实施该类技术工程项目，根据不同实施主体

细分为 2种类型，一类是以养殖场为实施主体（该类
在江苏治太项目中称为“大中型畜禽场农牧配套粪污

处理工程”），以大中型规模畜禽场自身流转承包周边

农田林地，通过建设畜禽粪污还田工程，就地消纳粪

污循环利用。要求畜禽场采用干清粪工艺，内部建设

封闭排污沟，实现雨污分流；建设防雨防渗防漏的粪

便堆积发酵池、污水/尿液厌氧储存池。在农田林地内
建设肥料还田贮存池或沼渣沼液存贮池，并配套建设

污水/沼液滴灌、喷灌或微喷灌等利用设施，购置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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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工具，配套农田林地生态隔离措施。另一类是以

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农业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

实施主体（该类在江苏治太项目中称为“生态循环农

业工程”），通过推进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利

用资源化、化学投入品减量化、农业园区生态化，形成

种养植（殖）产业链共生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提高畜

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及废弃蔬菜残茎等农业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要求实施主体购置

自卸式运粪车及自吸式槽罐车，用于收集运输周边畜

禽场养殖粪污和沼渣沼液；在田间建设规模适宜的钢

架堆粪发酵大棚、污水（沼液）存贮池，建设秸秆、蔬菜

残茎叶有机废弃物堆沤池和生产生活垃圾收集池。对

面积较大的设施农业园区，建设集中式蔬菜废弃物处

理设施，提高处理效率及资源化利用水平，对种植绿

肥的基地，补贴购置专业还田设备。通过购置太阳能

杀虫灯、防虫网、诱虫黄板等，替代化学农药，并建设

喷、滴灌等节水灌溉设施。建设农田生态防护林隔离

带，以及生态化改造沟渠塘拦截净化农田尾水等。

2.1.2分散畜禽场粪污收集处理服务体系模式
该类模式是江苏总结近 5年畜禽养殖粪污治理

经验的基础上，试点实施并重点推广的模式[12]。通过
鼓励粪污消纳能力强的种植业企业（合作社、园区）积

极参与分散养殖场（户）对接，建设和购置标准化、规

范化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解决

收集体系内畜禽场粪污收集、处理和肥料利用等环节

问题，建立“养殖场预处理-专业化服务收集-资源化
综合利用-行业和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要
求实施主体指导并帮助对接的畜禽场建设封闭排污

沟、防雨防渗防漏畜禽粪便发酵池、污水/尿液沉淀厌
氧池等粪污预处理设施；根据收集频率、服务范围和

收集量合理购置粪污运输车辆；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建

设和购置集中式粪便发酵处理设施设备，施肥还田一

体机、配套管网等资源化综合利用设施设备。目前江

苏省在武进区礼嘉洛阳片区探索实施该类工程，取得

显著成效。

2.1.3畜禽粪便集中处理中心建设模式
该模式是在分散养殖较为集中的区域，建设畜禽

粪便集中处理中心，对周边分散的中小型养殖场提供

的或由收集服务体系提供的畜禽粪便进行集中处理，

通过生产商品有机肥提供给种植基地，既减少化学氮

肥施用，又提升了土壤和农产品质量。要求实施主体

原则上为已取得肥料登记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生产企业，通过建设发酵大棚、生产车间，购置运输车

辆及生产设备等，并与养殖场建立畜禽粪便集中收集

联结机制，生产加工商品有机肥，实现周边范围内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1.4发酵床生态养殖技术
发酵床生态健康养殖技术也称之为畜禽粪便原

位降解健康养殖技术，对传统养殖圈舍进行专业设计

和改造，填入锯木屑等为主体的垫料，畜禽排泄物被

有机垫料中的微生物迅速降解、消化、除臭，基本实现

无臭味、少蚊蝇、无粪污排放，实现畜禽粪污减排的目

标。建设内容包括：发酵床圈舍建设、菌种和垫料制

作、购置相关防暑降温设备等，须重点注意科学化改

建圈舍，解决好圈舍通风与防暑降温，控制发酵床垫

料湿度适宜。

2.1.5“三分离一净化”粪污综合处理技术
该技术是基于减量、减排以及养殖废水生态净化

循环利用的技术，即养殖场通过工程措施实现雨污分

离、干湿分离以及污水厌氧发酵处理前后的“固液分

离”，废水采用物理化学及生物技术与生态净化相结合

的处理方式，实现养殖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

最大程度地减少养殖污水产生量以及降低污水中化

学需氧量（COD）、总氮、总磷等浓度，实现达标排放[13]。
目前，江苏省在太湖流域对处于环境敏感或周边种植

业资源较为紧缺区域内的大中型养殖场，自身无法流

转承包土地消纳畜禽粪污的，提高干粪收集处理水

平，重点通过建设“三分离一净化”工程（雨污分离、干

湿分离、固液分离、生态净化），实现畜禽场固体粪便

和污水处理与利用率要分别达 90%耀95%和 80%耀
85%，处理后的污水能保证用于养殖场内循环利用。
要求畜禽场建设封闭排污沟实现雨污分离、建设钢架

干粪发酵大棚或发酵池，收集的干粪通过高温堆肥处

理生产有机肥；购置高效固液分离机，对粪水再次分

离减少污水中干物质量，降低后续污水处理成本；购

置专业化污水处理设备，对固液分离后的废水（不含

沼液）进行生物化学处理，实现养殖废水循环利用。配

套建设生态塘（面积不少于 1 000 m2）或生物滤料池
（容积不小于 50 m3）进行净化处理，亲水岸边必须种
植湿生树种，如垂柳、池杉或中山杉等不少于 500棵，
灌木柳不少于 10 000枝，搭配种植其他耐寒耐污水
生植物。

2.2 畜牧污染减排相关法规及政策现状
2.2.1国家层面

我国现有 9部法律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相关，明
确提及畜禽养殖污染的法律有《畜牧法》、《农业法》、

梁永红，等：江苏省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措施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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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

环经济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间接相关的法律

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动物

防疫法》。其中，《畜牧法》指出畜牧业生产经营者应当

依法履行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义务，接受有关主管部

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2001年，环境保护部颁布的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畜禽养殖场的污染

防治原则、环境影响评价、畜禽选址、三同时制度、排

污申报登记、排污标准、排污许可证、污染控制设施和

技术等作了规定，是目前我国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的主

要政策依据。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
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 200856号），免
除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和生物有机肥增值

税。2010年，环保部发布《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对清洁养殖与养殖废弃物收集、无害化处理与

综合利用、养殖废水处理、空气污染防治等方面提出

了适用技术和要求。

2.2.2省及重点流域层面
江苏省近年出台了一些畜禽养殖污染减排的相

关政策，并加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管理手段由

管制向规划、补贴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江苏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要求加强对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

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积极开发和利用

农村可再生能源，第 29条规定专业从事畜禽饲养的
单位或个人必须对畜禽粪便、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进行

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避免和减少污染。《江苏省

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对

畜禽养殖的布局、排污许可等进行了明文规定。在规

范性文件方面，相关规划主要有《江苏省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江苏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江苏

省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2007年以耕地质量建设和
环境保护为目标，江苏省出台了有机肥推广应用补贴

政策，资金来源于省级提留土地出让金，大力促进了

畜禽粪污的有效收集与处理。2009年江苏省政府组
织编制了《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提出实施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处理利用工程，对流

域内畜禽生产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区管理，划

定畜禽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并提

出了治理目标。

3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中的难题与瓶颈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江苏省畜禽养殖区域布

局、产业结构、养殖方式等已不适应目前发展要求。

2007年国家污染源普查统计，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总
量大约是农村生活污染排放总量的 1.5倍，位居全国
重点污染排放领域之首，畜禽养殖污染问题亟待解

决。从目前情况看，江苏省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政策还

存在着立法规定多但法律层次不够高、限制性政策较

多、经济激励性政策较少、原则性规定比较多、可操作

性规定较少等问题；污染治理中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

面的难题：

3.1 从养殖布局看，农牧脱节日益凸显
发达国家的畜禽养殖场普遍采取种养结合的模

式，利用大面积土地种养农作物来消纳畜禽养殖废弃

物。但是与国外和周边一些省份相比，江苏省人口密

集、土地资源有限，加之部分畜禽养殖场地理位置和

区域分布不合理，无法配套足够数量的耕地予以消纳

其产生的畜禽粪污和沼渣、沼液等废弃物，土地负荷

警戒值已超正常水平（0.4）[9-11]。以江苏太湖地区为例，
目前太湖流域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的畜禽承载水平总

体上并不高，理论上也完全可以利用耕地资源消纳畜

禽养殖粪便。但大部分养殖户并不承包土地发展种植

业，自身无法配套足够数量的耕地消纳其产生的畜禽

粪污和沼渣、沼液等废弃物，而有地的种植户施用有

机肥积极性不高，造成农牧严重脱节，实现畜禽粪污

内部循环利用难度较大。加之太湖流域河流纵横、水

系发达，部分畜禽养殖场地理位置和区域分布不合

理，产生的畜禽粪污因雨淋漫溢、土壤渗透、直排偷排

等原因，极易对河流、水系造成污染。

3.2 从污染治理看，面广、量大，任务艰巨
江苏小型养殖场和分散养殖农户数量多、基础

差，缺乏治污资金来源，治理难度大，养殖场户由于科

技水平较低，为节约养殖成本，也不愿投入大量资金

建设标准化治污设施，存在养殖粪污直接排入环境的

现象。以生猪养殖最为典型，小而分散的养殖户养殖

出栏量之和大于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养殖粪污仅有少

量用于农田，绝大部分污染物都没有得到处理，直接

排放到环境中，养殖经济效益虽然可观，可是污染治

理却是一片空白。目前，国家和省级资金重点支持大

中型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太湖流域治污推进速度

较快，但是畜禽粪便处理中心等收集粪便类型以鸡粪

为主，收集对象也以中等规模以上居多。据太湖流域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规划调研数据显示，目前除太

湖一级保护区外，其他地区规模畜禽场综合治理率仅

为 30%左右，尤其是废水（沼液）处理率和利用率更
低，偷排现象时有发生。而且现有畜禽养殖场的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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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对较低，除新建养殖场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履行

环评手续。目前全省畜禽养殖场还普遍存在深度处理

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的现象，突出表现在畜禽粪尿还

田达不到《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等相应的标准；沼气工程发酵处理后

的沼渣、沼液未得到充分利用；畜禽场粪污管理及配

套设施不到位，跑、冒、滴、漏等突出现象。

3.3 从政策措施看，扶持政策尚不完备
一是缺乏统一的治理规划和整治方案。目前仅制

定了《江苏省太湖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规划》，

全省范围内还未形成畜禽养殖粪污治理的统一规划、

法律和治理标准。现在执行的工程建设规范有待于调

整，治理新技术的建设规范和技术导则还没有形成；

二是环境监管机制不到位。即使国家颁布了一些与畜

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但大多数只是原

则性的概述，操作性不强，《畜禽污染治理管理办法》

只是部门规章，法律地位不高，大部分规模养殖场并

没有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对畜禽养殖场（户）的约束力非常小；三是国家

和省级财政支持补助较少。以江苏省治太专项资金为

例，每年安排 20亿元太湖治理专项治理，其中畜禽污
染治理每年约补 5 000万元，只占补助总金额的约
2.5%，而且国家和省级补助资金只针对部分大中型规
模养殖场，占绝大多数的小型畜禽养殖场得不到中

央、省级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四是养殖场（户）主动治

理的意识不强。大多数养殖户由于科技水平较低，养

殖业疫病风险高、市场波动大，为节约养殖成本，对标

准较高的治污设施不愿投入，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

高畜禽产量和质量上，对经济效益非常重视，而往往

忽视了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五是一

些地方对畜禽场治污工程设施用地，按照工商业用地

或其他建设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治污工程用地难以保障；六是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用电标准高低不齐，工业、居民

及农业生产用电都有，价格相差很大，收取较高电价

的企业，提高运行成本，影响了治污效率。

3.4 从长效管理看，运管机制尚不健全
部分养殖场（户）责任意识薄弱，治理工作积极性

不高，一些地方政府责任感不强，不投入资金、不出台

政策、不落实责任。治污工程重建设轻管理，一些工程

建设完成后，由于管护资金、管理人员、技术支撑等方

面的缺乏，导致了设施不能稳定运行、甚至不运行的现

象也时有发生。畜禽污染督查和执法力度不够，对于

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查处力度还有待加强，检查

执法的频次不高，相关制度也得不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4 促进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要求

要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目标分别是 11.9%和 12.9%，畜
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十分艰巨。现阶段江苏要充分把

握主动，借鉴国内外畜禽粪污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及太

湖流域治理实践总结，以生猪养殖污染治理为重点，

加强畜禽场污染治理工程的建设和畜禽养殖场的管

理，增强各级政府、企业和养殖业主的环保意识，督促

环保部门加强监管，形成行业管理和监管长效机制。

4.1 加强行业管理，规划引领，确定合理的减排技术
路线

从江苏省畜牧养殖的全局出发，参照新出台的

《江苏省太湖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规划》，在现

有养殖场分布基础上，制定全省污染减排的总体设计

方案，应尽快启动编制《江苏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

项规划》，做到“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生态养殖、综合

防治”，依据各地的土地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和消费

需求，实现从畜禽养殖业的规划布局、设施建设、投入

品使用到污染处理的全过程控制管理，促进畜牧业生

产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贯彻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经济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管理

措施和技术措施相结合，有效利用和全面处理相结

合”的技术方针，实行“源头削减、清洁生产、资源化综

合利用，防止二次污染”的技术路线。从源头治理上发

展清洁养殖，重视圈舍结构、粪污清理、饲料配比等环

节的环境保护要求，降低污染负荷；在治理过程中要

提高治理效率，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和零排放；在资源

化利用的同时要防止二次污染，要测试农田土壤肥

效，根据农田土壤、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量和环境容

量，科学确定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还田利用量，有效利

用沼液、沼渣和有机肥，合理施肥，预防面源污染。

4.2 创新治理模式，减排驱动，以工程建设推动污染
治理

国家污染减排是以新建污染治理工程作为核算

依据，每年必须保证一定量的工程建设推进污染治理

技术推广应用和减排目标的实现。结合江苏省近年来

太湖流域畜禽粪污治理工程效果和国内外经验针对

不同规模养殖场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

对于大中型规模养殖企业粪污处理和综合利用

梁永红，等：江苏省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措施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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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行“三分离-净化-改造-利用”模式：“三分离”
是指优化养殖场建设布局，采用先进的雨污分流工

艺、干清粪工艺和挤压脱水工艺，实现养殖场“雨污分

离、干湿分离、固液分离”。“一净化”是指采用脱氮除

磷效率高的“厌氧+兼氧”生物处理工艺+生态塘/人工
湿地等处理养殖废水，实现达标排放或灌溉回用等。

“一改造”是指发展生态发酵床养殖。进一步研究完善

发酵菌种的开发技术，通过垫料材料使用试验，筛选

出适合江苏推广的优质廉价垫料原料；探索和研究猪

舍、发酵床建设模式，完善饲料、饲养管理等一系列的

综合配套技术，把发酵床生态养猪技术发展为一项投

入少、成本低、农民易掌握、先进实用的养猪新技术。

“一利用”是指加强沼渣沼液的利用，形成沼-菜、沼-
粮、沼-园、沼-林等循环利用模式，开发沼渣、沼液固
体肥、液体肥等产品，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

对于小规模分散养殖场（户）粪污染治理实行“两

集中、三配套”模式：一是在散养密集区和集中养殖区

建立分散畜禽养殖粪污收集服务体系，定期统一收集

服务区内的养殖粪污，统一集中处理，可对接种植业

基地和有机肥生产厂家，也可自行处理；二是加强畜

禽粪便处理中心建设，集中加工有机肥。按生猪存栏

2万耀4万头配套 1个处理中心进行设计，采用“高温
好氧堆肥工艺”或“生物发酵工艺”生产有机肥，建立

“专业化收集、无害化处理、商品化造肥、市场化运作”

的运作模式；三是养殖场配套建设雨污分流、干湿分

离和废弃物贮存设施设备。养殖场排水系统应实行雨

污分流制，废水收集输送系统均要暗沟布设；推行干

清粪方式，粪便应与废水分开处理和处置；配备畜禽

粪便收集设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和运输设备，定期

清运，外运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器具要密闭、防止泄漏。

4.3 强化政府主导，落实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完整体系，通过建

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有效控制了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污

染。目前、浙江、上海等地方政府已经颁布了地方性的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江苏省太湖流域无锡

市政府也颁布了《无锡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为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保障畜禽污染治理有

更强的法律依据，可以参考国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订《江苏省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畜禽养殖的规划布局、备案管

理、污染防治做出明确规定，重点解决规模以下养殖

场无序设立、污染防治无法可依的问题，要避免只做

原则性的规定，增强可操作性。管理上要做到：

（1）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要制定地方畜
牧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转型升级规划或污染治理规

划，合理规模，优化布局和结构，重视对新建、改建、扩

建畜禽养殖场建设的源头管理。要理清工作思路，明

确阶段性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资金投向。并

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与污染减排考核和生态创

建挂钩，列入各级政府减排目标责任书，建立考核机

制，强化组织领导。

（2）建立监管和服务机制。农业、环保等部门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开展长效监管工作监督检

查，建立“检查、整改、督查、反馈”监管模式，建立区域

农业环境执法队伍，加强环保审批和环境监测和环保

执法。扶持建立畜禽粪便收集与施用的专业化服务组

织，成为联结养殖户和种植户的纽带。发展乡、镇村级

协管员队伍，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对已上治污项目

的单位，引入“第三方”检查机制，开展不定期检查，并

通报结果，对未按要求实施的项目单位，配合有关部

门收回项目补助资金。

4.4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引导，出台奖惩经济政策
要加大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资金扶持，引导、鼓

励和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对畜

禽粪便及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在资金方面要保障畜

禽排泄物治理技术研究、规划编制、政策研究、监测监

查等方面的工作经费，加大治污工程建设投入力度，

奖励在清洁生产、粪污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省级资金要扩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支持范

围，引导各地开展小规模养殖场整治。要把太湖流域

治理的经验向淮河流域推广，设立淮河流域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专项。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1）补偿政策。对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畜禽禁养区
划定之前已存在的畜禽养殖场，由当地政府决定限期

关闭或搬迁，因关闭或者搬迁造成的财产损失，由财

政给予适当补偿。

（2）用地政策。明确畜禽养殖治污设施用地性质。
与国土部门协调，进一步明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

建设用地，包括畜禽粪便处理中心、有机肥发酵大棚、

加工厂区、储存仓库涉及土地，享受农用地政策，参照

农业设施用地政策管理（国土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

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要求，落实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小区建设的土地政策。

（3）补贴政策。一是坚持畜牧业发展和污染治理
并重，加大现有高效设施农业、农机补贴等资金对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可将粪污收集装置、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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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处理设施、沼渣沼液还田利用及有机肥生产设备等

设施纳入农机补贴目录，制定有机肥运输优惠政策，

加大对重点流域的补贴规模，畜禽粪污运输环节产生

的油费，可参考江苏省机动渔船柴油补贴模式进行适

当补助，统一养殖场污水处理设备用电标准；二是加

大项目补助额度。对畜禽污染治理项目的补助标准提

高到 50%以上（太湖流域现有标准：项目补助资金与
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1颐3），重点支持收集处理体系、粪
便处理中心、废水深度处理等类别，将《江苏省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废水深度处理成套

化设备研发等列入科研课题指南，开展相关方面的研

究，在各地设定的禁养区、限养区开展畜禽养殖专项

整治行动，对关停并转养殖场（户），可参照网围拆除

实行补贴。

（4）经济政策。由农业、环保、财政、物价管理部门
协商出台有关政策，借鉴国内一些省份的经验，尝试

在养殖密集区向养殖户收取污染治理保证金，设立财

政专户，对于按照要求配合处理粪污、落实环保责任

的，年底全额返还并予以一定奖励，对违反有关环保

要求的，按规定扣除，从而进一步强化养殖户环境保

护责任意识。

4.5 加强宣传教育，营造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组织开展畜禽排泄物治理的舆论宣传，既要宣传

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农牧结合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

性，又要宣传扶持政策、治理措施、成功典型。加强畜

禽排泄物治理技术培训，把畜禽排泄物治理技术作为

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素质

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利用村规民约，进一步提高村民的责任意识和主

人翁意识，使畜禽排泄物治理成为广大养殖户的自觉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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