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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明光

养殖污染在江苏北部地区主要表
现为水产养殖、畜禽养殖对饮用水源形
成的污染。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每年
水产品上市量 80 万吨，生猪饲养量 100
万头，家禽饲养量 2000 万只，牛羊饲养
量 10万头。

如此大的养殖规模，每天产生的畜
禽 粪 便 、污 水 近 万 吨 ，每 年 产 生 的 垃
圾 、尸 体 等 废 弃 物 近 千 吨 ，如 不 加 以
控 制 监 管 ，相 当 一 部 分 会 排 入 河 道。
这对于以河道为水源的集中式供水城
市来说无疑危害甚广。治理养殖污染，
保证水质安全成为地方环境保护刻不
容缓的任务。

规划养殖业发展空间，在总
量平衡基础上设立禁养区和限
养区

水 产 、畜 禽 养 殖 作 为 农 村 传 统 产
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经营，并且畜禽
养 殖 还 联 系 着 城 市 居 民“ 菜 篮 子 ”工
程。实行简单控制，很可能引发市场失
衡。因此需要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目
标重新规划养殖业发展空间，在总量平
衡基础上，划定生态红线，设立禁养区
和限养区，

水产养殖划定市区饮用水源上游
湖泊、取水湖泊及区域内主要河道、跨
乡镇河道为禁养区。禁养区一律不得
依湖拦河从事水产养殖和捕捞；划定乡
镇及中心村内河道、湖塘为限养区。凡
在限养区从事水产养殖的必须经农林、
环保等部门联合审批。

对禁养区内原有围网养殖户实行
“退渔还湖”一次性补偿，由政府安排专
项资金与养殖户签订“退渔协议”；对限
养区内的原水产养殖户登记建档，补办
审批手续。

畜禽养殖划定区内主要湖泊周边，
主要河道两侧 100 米以内为禁养区，划
定跨乡镇和镇级湖塘、河道 100 米以内，
划定为限养区。限养区内每户限养牲
畜不超过 5 头，家禽不超过 30 只。禁
养、限养区内原有养殖大户、加工和交
易站点，一律由地方政府安排场地或者

给予补偿，限期搬迁。
设立禁养区、限养区后，监管措施

必须跟上，自始至终形成硬约束不留余
地。对各类违法违规养殖和捕捞活动
及时整治取缔，坚守红线不越雷池一
步。同时对禁，限养区以外地方引导畜
禽业科学有序发展。

空间上监管到户，时间上监
管到位，按住大头，实施立体监管

目前盐都区养殖大户和规模养殖
企业 1000 多家。这些大户和企业，每
年 生 产 经 营 的水产品占总量的 80%左
右，畜禽量占总量的 70%左右。只要监
管好这一大头，全区养殖污染就在可控
范围。

空间上监管到户。按照实际饲养
量和占地规模，排出 200 家养殖企业和
规模养殖户为重点监控对象，平均每个
乡镇 15 家左右。要求每个大户必须建
有畜禽废弃物处理设施，至少建有相应
规模的沼气池。

镇政府与养殖大户签定畜禽粪便
禁排协议，正常情况每月上门检查一
次，发现违法排污情况严查重处。凡在
限养区新建、扩建的养殖项目，没有完
备的粪便处理配套设施一律不批，实行
源头严控。

时间上监管到位。按照养殖周期，
把握水产、畜禽上市，防病，育苗几个时
间节点，把监管措施落到实处。

水产品、畜禽上市期间，突出交易
市场监管，严禁随意增设屠宰、交易站
点，现有交易市场实行清洁化管理，防
止变成季节性污染源；防病期间，突出
对病死畜禽鱼处理监管，明确农林部门

牵头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并对违规处
理病死畜禽行为严加管控，造成污染的
依法追究 刑 事 责 任 。 育 苗 期 间 ，重 点
摸清和界定养殖户的饲养量规模，实
行 总 量 控 制 ，确 保饲养规模与环保设
备相配套。

区别对待，分步推进，完善环
保配套设施

对规模化养殖企业和大户，项目启
动之前实行环评论证，需要配套的养殖
废弃物处理设施确保做到“三同时”。
否则一律不予审批，不得运转经营。

以前没有实行环评和“三同时”的
养殖大户，重新登记入册，区别对待：位
于禁养区内的限期停业或搬迁，位于限
养区内的补办审批手续，配套环保设
施，限期不达标的按违规经营处理。

对非规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实行“统分结合，综合治理”办法，一方
面要求养殖户配套家用沼气池等设备，
粪便处理实行“干湿分离”；一方面由地
方政府或企业投资，建造畜禽粪便处理
中心。

盐都区结合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在
大冈镇建造了一个覆盖周边 7 个镇的畜
禽粪便处理中心，总投入 500 万元，工程
包括一个处理中心，227 蓄粪池及配套
管网，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畜禽粪便随
意排放的养殖陋习。

推广沼气池，培植生态园，建
立开发区，助推循环经济

养殖废弃物与工业污染物性质有

所不同，经过加工处理，一般可以变废
为宝，实行资源再生。在强化监管的同
时因势利导，完全能把养殖废弃物处理
融入循环经济经营轨道。

一是推广沼气池。以一家一户为
主，把养殖业与沼气推广有机结合，以
家庭沼气池的普及和提高，变养殖废弃
物为沼气原料，进而再生为热能电能。

这种办法一举两得，经济实用，是
养殖户的首选之举。有些地方由政府
或企业牵头建造畜禽粪便处理中心、或
有机肥制造中心等，集中养殖废弃物制
作沼气或有机肥推向市场，也值得总结
推广。

二是培植生态园。以企业或地方
能人牵头，通过租赁、入股等形式，把分
散土地集中化，创办农业生态园。

这类生态园，以生态为品牌。实现
集约经营，运作模式主要有：果树+养
禽+养鱼；养猪+有机蔬菜，散养鸡+高
杆植物等。通过种养循环，实现了养殖
污染自我处理、自我转化。盐都区目前
已发展各类农业生态园 100多个。

三是建立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牵
头，在原先“一村一品”基础上，对当地
经营同类种养项目，并已形成规模效应
的村组，进行优化重组，建立优质水产
品开发区、优质苗猪园区、生态畜禽开
发区等。

园区重点在供种、技术、销售等环
节上统一管理。通过管理，贯彻生态标
准，融入循环经济，不但使种养污染自
我转化，污控措施有效落实，而且用药
用肥更加科学合理，使用量减少 10%。
盐都区已建农业园区 20 多个，其中国家
级 农 业 园 区 1 个 ，省 市 级 农 业 园 区 11
个，园区面积约已占耕地面积 20%。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环保局

◆张秋营

近些年，山东省胶州市畜禽存栏
量逐年增加，为有效防范治理养殖业
污染，胶州市环保、畜牧等部门近期制
定四项具体措施。

实施“退户进区”养殖工程。让养
殖户退出庭院、退出村庄，把村庄的养
殖场户全部集中起来，在离村庄较远
的地方划出区域，建设生态养殖小区，
减少村庄内养殖场户的数量。

目前，胶州市已在胶莱宋家屯、胶
西仉家庄、寺前等地建设了5处“退户进
区”养殖区，并对养殖区进行统一用料、
统一用药、统一防疫消毒、统一粪污处理
等“七统一”管理。5处生态养殖区的建
立，对于降低村庄畜禽养殖污染、发展生
态环保畜牧业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实施标准化规模养殖工程。当地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

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
“五化”要求，积极开展规模场标准化
改扩建工程和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
动，全面提升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

目前，全市 320 处畜禽规模场
基 本 实 现 了 标 准 化 养 殖 ，畜 禽 标
准 化 规 模 养 殖 程 度 达 到 了 85%以
上 。 有 8 家 畜 禽 规 模 场 参 加 了 青
岛市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其中
达到国家级标准 1 家，省级标准 3
家，青岛市标准 4家。

开展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建设畜禽粪便发酵池、沉淀
池等防污设备是实现畜禽粪便无害
化和资源化利用的重要举措。为
此，胶州市连续 3 年开展了规模养
禽场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全
市 51 处万只以上的养禽场全部建
立了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生猪规模
养殖企业的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指导昭团、仁宏等 36 家生猪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投资 260 多万元建
成了二级沉淀池、猪粪堆放池和沼
气池，粪便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对青岛六旺庄园等 3 家排放不
达标的较大规模畜禽养殖企业，引
导企业通过实施发酵床生态养猪技
术或粪便堆积发酵等手段进行治理
改造，将家禽粪便转化成有机肥料
或沼气，切实降低污染。

推广农作物秸秆青贮综合利
用。为顺应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胶
州市把开发利用农作物秸秆、大力发
展食草畜禽作为农民增收、振兴农村
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来抓，充分发挥
农作物秸秆丰富的资源优势，在畜禽
养殖中大力推广玉米秸秆青贮技术
和饲喂技术，年青贮农作物秸秆达到
了22万吨以上，有利地促进了牛、羊、
兔等草食家畜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农
作物残留物对环境的污染。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变化，水产
品、肉食品及蛋品等需求量增大，养殖规模不断扩张，如何处
理动物尸体、畜禽粪便等养殖业产生的废弃物，有效防范养
殖业污染成为各地农村环境整治的重点课题。本期特选取
浙江、江苏、山东等农业大省中的典型地区，从技术、管理两
方面探讨养殖业污染防治的可行模式，欢迎更多人士参与我们
的讨论。

如何让养殖业不再危及饮用水源？
盐城市盐都区划定禁养区，实行立体监管，完善配套措施，推动综合利用

胶州四项措施防范养殖污染
集约化、标准化、无害化、农作物综合利用

热解炭化技术巧解病死动物难题
湖州市同时建立“政府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保险联动”运行机制作为保障

关注养殖业污染防治

◆本报记者晏利扬

我国畜禽养殖规模世界第一，每年
会产生大量的死亡畜禽。据中国畜牧业
协会的统计，2012 年生猪出栏量约 7 亿
头，按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死亡率（非疫
病死亡或扑杀）10%左右推算，每年约产
生 7700 万具生猪尸体，约合 200 万吨废
弃物（按每具平均 20公斤计算）。

在浙江省湖州市，当地农业局副局
长朱建友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湖州
去 年 病 死 动 物 4800 吨 ，其 中 死 猪 约
3000 吨。

“以往，病死动物主要由养殖户自行
负责，一般采用挖坑填埋、建化尸窖处
理。”朱建友认为，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
养殖量增大，传统方式处理不仅需要大
量土地，耗时长，而且易造成污染。“有些
养殖户可能还会随意丢弃。”他说。

那么，有没有既能快速、有效地无害
化处置病死动物，又能兼顾经济与环保
的处置方式呢？

设计灵感来自废旧轮胎炭化
动物尸体经炭化、粉磨后用于

土壤改良、充当燃料，高温焚烧减
少污染

在浙江省湖州市城北 104 国道旁，
湖州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以下简称

“处理中心”）坐落于此。
走进这座现代化厂房，记者看到，几

十头死猪被分别放置在 4 个特制的料筐
里，两名工人正将其用悬臂吊车抬上输
送轨道。操作人员按动按钮，这些动物
尸体被送进一个长约 6 米、高约 3 米、宽
近 3 米的热解炭化炉。工人将阀门关死
后，在一旁液晶控制面板上点了几下，处
理程序启动。整个处理过程几乎闻不到
异味。

“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新开发的热解
炭化系统。”处理中心负责人、浙江悟能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 施 政 告
诉记者：“我们将从养殖户收集来的死
猪 解 冻 后 ，经 过 4 小 时 的 热 解 炭 化 处
理 ，就 变 成 了 生 物 质 炭 ；粉 磨 后 ，可 以
用于土壤改良、充当燃料等，使资源得
到再利用。”

据 施 政 介 绍 ，处 理 中 心 前 两 年投
入上千万元建设了一套焚烧病死动物的
大型回转炉系统。但由于死猪在粉碎过
程中，动物内脏物质散落，不仅不易于焚

烧 ，还 可 能 会 发 生 传 染 、二 次 污 染 等
问题。

2012 年 ，施 政 在 外 考 察 时 看 到 废
旧轮胎经炭化处理后可以成为生产墨
粉的原料，这让他灵机一动：死猪是不
是也可以进行热 解 炭 化 处 理 ，综 合 利
用 ？ 回 来 之 后 ，他 们 很 快 组 织 相 关
专 家 成 立 课 题 组 专 门 进行攻关，探索
出 热 解 炭 化 这 种 全 新 的 死 猪 处 理
技术。

据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车磊告诉记
者：“这套动物热解炭化处理技术是在无
氧、常压的状态下，利用 500～600℃的
高温，使其中的有机成分发生裂解，最后
成为炭化物。热解产生的烟气焦油则通
过管道送入燃烧室，作为助燃燃料，既节
能又环保。”

他 介 绍 说 ，这 样 一 个 热 解 炭 化 炉
一天可处理两炉，一次大约能处理 700
多公斤死猪，处理时间在 3～5 小时不
等。从今年 5 月首套处置设施建成以
来，处理中心已处理 200 多吨病死猪。

在 处 理 设 备 旁 边 ，放 置 着 麻 袋 装
的秸秆固化物，车磊介绍，这就是利用
生 物 质 废 物 制 成 的 热 解 炭 化 初 始 燃
料 ，可 以 说 是“ 以 废 治 废 ”。 热 解 炭 化
炉内保持 600℃以上高温处理，灭菌效
果 彻 底 ；热 解 产 生 的 烟 气 焦 油 在 燃 烧
室停留两秒以上时间，经 900～1100℃
高 温 的 焚 烧 ，大 大 减 少 了 二 恶 英 的
生成。

如何实现有效收集？
建设 23个收集点，上门收集，处

理与农业政策性保险理赔相挂钩

处理技术有了，但如何确保农户将
病死动物送至处置中心规范处置呢？

“我们已经建成 7 个专门收集点，计
划还要建 16 个收集点，实现收集全覆
盖。”朱建友说，养殖户可直接拨打处置
中心电话，中心就会上门收集并在就近
的收集点放入专门的冷库登记、消毒、存
储，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转运至处置中
心进行无害化处理。湖州市还将母猪等
病死动物处理与农业政策性保险理赔相
挂钩，“如果养殖户随意丢弃病死的母
猪，没有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处理单，人保
公司就不予赔付。”

处理成本如何减半？
燃料、治污费用减少，制成生

物质炭售价达 600元/吨

对热解炭化病死动物技术的应用前

景，施政给记者算了笔账：与传统处理方
式相比，这项技术不仅实现综合利用，还
降低了处理过程的污染风险。

施政介绍，技术免去了切割破碎工
序，将病死动物解冻后即可进行处理，减

少了污物的产生；此外，用秸杆取代煤、
油等化石燃料，热解产生的烟气焦油送
入燃料室燃烧，节省了燃料，同时也减
少了污染物的产生。经监测，烟气经
末端环保处理设施处置后，其中的污
染物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也没有恶
臭产生。

“过去的焚烧法需建设大型回转
窑，投资大、耗电高，燃料和治污成本高，
需要 6名操作工，算下来每吨死猪的处
理成本约 2200元。蒸煮法虽说分离的
油脂可制生物柴油，但其需要燃料多，后
续治污费用高，配备人员多。”施政介绍，
热解炭化法由于采用生物质燃料，裂解
产生的烟气（焦油）又回用于燃烧，不仅
减少了燃料费用和治污费用；每吨病死
动物还可产生 160公斤生物质炭，市场
售价600元/吨；由于处理装备自动化程
度较高，占地少，仅需一名操作工，综合
下来，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为 1000元/
吨，处置成本减少超50%。

如何不增加农民负担？
政府贷款贴息，同时给予 80

元/头无害化补助

朱建友告诉记者，为确保病死动
物处置到位，不给农户增加负担，湖州
市还出台了三项重要补助政策：根据
生猪饲养量每年给予处理中心适当补
助，此外还有 1500 万元贷款额度连续
5 年的贴息补助和 80 元/头的无害化
处理补助。

目前，湖州已经建立起一套“政府
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保险联动”
的运行机制，吸引了省内外不少地方
前来学习考察。

浙江省环保厅、科技厅、农业厅组
织专家组近日对处置中心热解炭化处
理技术进行了论证。

专家组最终认定，处理工艺和设
备设计思路总体合理，工艺具有处理
工艺简单、污染物排放可控等特点；处
理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操作简单，并
充分考虑了模块化设计，占地小，运
输、安装方便，可用于突发疫情的应急
处理。

目前，公司除承接湖州本地病死
动物处置外，已中标嘉兴平湖市动物
无害化处置项目。记者从浙江省农业
厅了解到，这项热解炭化技术已经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目前正在公示中，接
下来会在浙江省各地推广。

相关链接

常规处理畜禽尸体的方法

化尸窖法

将动物尸体抛入专门建的动物尸体窖池，让其
自然腐烂。

优势：投资与处理成本较低，管理简单。
不足：处理时间长、占 用 土 地 多 ，疫 情 爆 发 时

无法及时处理，在地少人稠地区较难推广。

将动物尸体破碎后，单独或配合其它垃圾在焚烧
炉中高温焚烧。

优势：能够实现病死动物彻底无害化，处置效率
高，可批量处理。

不足：需 要 大 量 燃 煤 或 重 油 ，处 理 成 本 过
高 ，焚 烧 废 气 处 理 复 杂 。

将动物尸体放入密闭容器，140℃的高温蒸煮灭
菌，进行油水分离。

优势：可以回收油脂并达到灭菌效果。
不足：处 理 时 间 长 ，产 生 大 量 废 水 、残 渣 ，回

收油脂去向难以控制。

将病死动物尸体投入降解反应池，利用微生物
的发酵降解，将病死动物尸体降解灭菌。

优势：不产生废水和烟气，无需化石燃料，运行成
本低，操作简单。

不足：处理时间长、占用土地多。

将病死动物尸体破碎搅拌后送至发酵机，通过
特殊发酵益生菌发酵降解而成有机肥料，达到无害
化处理。

优势：发酵时间短，占地空间小。
不足：单次处理量少，处理周期较长，处理成本高。

焚烧法

发酵堆肥法

生物化尸法

蒸煮法

工人用自动传送带将动物尸体送入热解炭化室。 本报记者晏利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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