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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粪污资源化利用探索

葛加慧

福建省思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福建 三明 353300

摘 要：论文结合福建省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现状，探究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具体对策，进一步明确畜禽污染治理的方向；加强对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从而提高畜禽养殖污染资源化利用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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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	Fujian	Province,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ollution	control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for	pollution	control	in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further	
clarifying	the	direc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ollution	control;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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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福建省在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

果，出台了相应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进一步深化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十条措施》（闽环发〔2023〕8 号）等地方

性政策文件，并对资源利用技术进行研究与示范，以此指导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解决畜禽养殖业与生态环保之间的

矛盾。论文旨在探究福建省畜禽规模养殖及资源化利用的具

体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的合理

治理，尤其针对污染治理的技术，如固液分离技术、多级处

理技术、厌氧发酵技术、异位发酵床技术以及微生物生态养

殖技术等，通过对技术的深入探究，提出符合当下生态环境

形势的治理模式，促进畜禽养殖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现状

2.1 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现状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数据，福建省 2023 年年末生猪存栏

948.26 万头，全年出栏 1694.95 万头，年排放粪污总量约

3460 万吨，闽江上游的南平、三明、龙岩三地养殖存栏约

447.23 万头，约占全省总数的 47.16%，养殖空间分布不均，

养殖污染形势严峻，针对畜禽所产生的污染物的处理压力较

大。从总体上看，福建省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存在禁养区

内养殖企业关闭不彻底、养殖企业治理设施不完善、资源化

还田利用措施不规范、土地承载力不足、汛期污染加重等问

题，急需借助科学有效的治理工程和设施来对污染物进行处

理或实现资源化利用。此外，福建省目前在规模化养殖场污

染治理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缺乏科学有效的治理

途径和具备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粪污

治理工程的投资成本居高不下、设施操作复杂、运行稳定性

不足，难以适应大部分养殖企业的运行管理要求，导致部分

地区的养殖场选择较为落后的设施设备“应付了事”，相关

养殖人员对于技术以及设备的操作能力低，无法发挥治理设

施的应有效力也是制约福建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另

一个重要弊病。

2.2 畜禽养殖资源化利用现状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任重道远，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总体上符合当下粪污治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总

体要求。通过调查分析福建省在畜禽规模养殖废物资源化利

用过程中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种养结合，将畜禽养殖所产

生的废物生产为有机肥，通过堆肥发酵，为种植业提供肥料

来源。企业可自行配套建设有机肥加工中心或与第三方公司

签订粪污处理的协议，委托第三方公司来进行加工处理，生

产有机肥，并在周边的种植业中对有机肥进行推广使用，从

而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二是粪污能源化，将高浓度粪污通

过厌氧发酵装置转化为沼气，再利用沼气发电实现能源的清

洁化，能较好的解决高浓度粪污的预处理问题，经充分厌氧

发酵后的沼液用于灌溉施肥、沼渣外售有机肥厂再加工，均

能实现较好的综合利用，产生的电可补贴场内使用，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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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性。三是利用异位发酵床处理技术，利用微生物分解

的方式来实现粪污的零排放。四是通过固液分离、厌氧、好

氧等设施处理后暂存于贮液池，定期通过水肥机、管道等用

于周边林地、农田灌溉施肥或异地消纳。

目前，福建省畜禽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仍存在

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种养结合不紧密，虽然全省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程度有所提升，但是部分规模养殖场的养殖

人员缺乏种养意识，不愿投入额外资金用于种植环节，导致

种养结合不紧密，循环利用不畅通，形式大于实际；②资源

化利用配套设施不完善，如缺少必要的固液分离机、水肥机、

灌溉泵、灌溉管网、施肥器等硬件设施，消纳地配套面积不

足，灌溉模式不合理等；③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政策支持，相

关部门对养殖场污染资源化利用要求不够明确，削弱监督管

理与政策扶持力度，养殖场所享受的补贴较少，也导致养殖

场在落实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方面的积极性不高。

3 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对策

3.1 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
畜禽养殖向规模化的发展，在污染治理过程中，要加

强对先进技术的应用尝试，有效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加强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粪污治理技术的选择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源头减量化，扎实推进落实“一禁、二表、三分离”，从源

头上实现粪污减量；设计合理化，充分认识畜禽养殖粪污治

理的核心和难点，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理路线，同时兼顾经济

性、可操作性、达标稳定性；过程制度化，加强设施运行管

理，形成一企一策，养殖户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单位要加强

协作，形成合力，将设施利用最大化；维护常态化，对于治

理设施应树立“三分建七分管”的意识，加强设施后期运行

管理维护，确保设施建设后能用的好，发挥最大的环境效益。

3.2 开展顶层设计，加强专项整治
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物治理的过程中，顶层设计是重

要环节，为整个粪污治理工作奠定方向。畜禽粪污主要包括

饲料残渣、动物蛋白、氮化合物、粗纤维以及其他微量元素，

在排出身体后易对空气、水、土壤造成污染，相关部门要成

立专项小组，统筹规模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制定工

作方案，开展摸底调查，利用专项整治的方式，对本区域内

的规模养殖场废弃物污染调查情况进行摸底，限期完成粪污

处理设施与资源化利用工程的建设，对违法排放废弃物的养

殖场采取责令整改、停产或处罚等行政手段，逐步压实养殖

企业环保责任。整合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资金、生态流

域资金、水利资金，以奖代补，优先支持生态环境意识高、

治理设施完善、运行管理好的养殖企业，形成引导机制，鼓

励养殖企业做好做强。

3.3 提高畜禽污染治理主体管理水平
首先，在畜禽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要增强养殖主体的环保意

识，使其提高环境认知，主动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物治理与资

源化利用。同时，定期参与培训，提高企业自身的污染防治

水平。其次，企业在养殖规划时，空间布局方面要进行合理

优化，加强种养结合，以地定养。最后，以福建省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基础，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

式的探究，对田间地头的灌溉管网、储粪池等配套设施进行

完善，提高畜禽养殖中的污染物处理能力。

4 规模畜禽养殖资源利用技术探究

因地制宜，探索养殖场资源化利用途径，通过分析比

较，结合相关地区先进经验，总结出以下三种资源化利用主

体路径。

4.1 厌氧处理后用于农业施肥模式
养殖舍采用干清粪工艺（见图 1），粪污经固液分离 -

厌氧处理，处理后沼液用于农业施肥，粪便及过滤渣进行堆

肥发酵后就近消纳，超过消纳部分送至有机肥厂加工成有机

肥，沼气作为清洁能源经脱水、脱硫后作为生活燃料或用于

沼气发电。该模式实施过程，注重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率

高，主要配套设施设备包括固液分离机、沼气池、沼液贮存

池、灌溉管网、水肥一体机、分区管理机等。

图 1 模式一：常用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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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厌氧—好氧处理后用于农业水肥、灌溉模式
养殖舍采用干清粪工艺（见图 2），粪污经固液分离—

厌氧—好氧—氧化塘处理后用于农业施肥、灌溉，粪便进行

堆肥发酵后就近消纳，超过消纳部分送至有机肥厂，沼气作

为清洁能源经脱水、脱硫后作为生活燃料或沼气发电。该模

式实施过程，注重粪污减量化，包括总量和浓度上，更加关

注土地承载力和灌溉施肥过程对周边水体的影响，因此对于

灌溉水质进行了一定的约束，通常需达到 GB5084《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主要配套设施设备包括：固液分离机、沼气池、

生化处理系统（常用 A2O）、氧化塘、贮存池、灌溉管网、

水肥一体机、分区管理机等。

4.3 异位发酵床模式
养殖舍采用干清粪工艺（见图 3），粪污收集后进入收

集池，池内配套搅拌装置，粪污搅匀后通过喷淋装置喷淋至

异位发酵床内进行发酵，发酵基质（主要为锯末和谷壳按

1 ∶ 1~3 ∶ 2 比例配置）定期更换，更换的垫料可作为初级

有机肥就近消纳，超过消纳部分定期外售至有机肥厂加工成

高品质有机肥。该模式实施过程，注重粪污全过程处理，处

理后的垫料具有较高的再利用价值，资源化利用率高，省去

对粪污进行深度治理的繁琐流程，适用于灌溉消纳地有限的

中小型养殖场，存栏 2000 头以内为宜，主要配套设施设备

包括：收集池、发酵设施、翻耙机、铲车等。

5 明确畜禽资源化利用要求

在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过程中，粪污经无害化处

理后还田利用的，其施用方法、施用时间、还田限量等均应

符合 GB/T25246—2010《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此外，

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应配套必要的设施设备，

如建设田间储存池，购置沼液运输车，尽可能多的配套消纳

地，加强资源化利用管理，促进治污设施与资源化利用设施

的稳定运行。

6 结语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重要模式，

符合生态养殖的基本需求，治理粪污的同时，实现粪污资源

化利用，符合当下粪污治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

总体要求，随着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要着重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打造循环型畜禽养殖体系。同时，进

一步明确规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技术应用要点，探究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要求，寻找更适合福建省当

地特点的资源化利用方案，推动福建省畜禽养殖业生态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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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式二：常用工艺流程

图 3 模式三：常用工艺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