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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畜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多地区支柱型产业,但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极

大影响。畜牧行业生产逐渐的规模化、集约化以及机械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畜牧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为了保护环境,

就要实现畜牧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所谓可持续性发展,顾名思义就是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满足人们对于畜牧产品的

需要。本文简要介绍畜牧业生产污染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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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畜牧业生产污染危害 

1.1 污水排放超标 

在对畜禽棚舍、畜禽屠宰场这些地方进行清理的时候,

由于污水的超标排放,导致土壤和水源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根据有关的报道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大规模的污水排放所产

生的污染是十分严重的,需要对这种情况认真的进行对待,

找到最合适的办法加以解决。 

1.2 环境污染 

由于畜禽在蛋白质饲料上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使得蛋

白质饲料之中有大约 50%～70%的氮气通过尿氮及粪便的形

式被畜禽排出体外,这些粪便没有经过系统的处理,使得其

中的氮进入空气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酸雨的出现,对

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此外,还有一部分氮渗透进入土

壤之中,使得土地的土质条件变得更加的恶化,还可能对人

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余的部分废氮随着水流流

入了海洋或者江河之中,对水体也造成了污染,另外,因为畜

牧生产的特点,使得它们的相对密度比较高,畜禽所产生的

粪便数量更是严重超过粪便处理及其合理使用的能力范围,

这就使得公共水源之中的硝酸盐的含量大幅度的超标,进一

步加快了水质的污染,在畜牧行业之中,磷这种化学元素是

十分常见的一种元素,但是被畜禽实际吸收的数量却很少,

畜禽食用的一半以上的磷物质被排除出体外,基于这样的原

因,大量的磷物质或是流入江河,或是渗透进入土壤,造成了

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2 畜牧业生产污染现状 

2.1 畜牧业生产造成的水体污染 

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牲畜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当前大

部分畜牧业养殖所产生的污水都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没

有经过任何处理,由于在养殖牲畜需要投放工业饲料及化学

药品,因此养殖场所排放的污水中富含 N、P、抗生素及重金

属元素,这些化学物质会严重影响养殖场附近的水体,造成

水体污染。养殖场中产生的大量粪便,会使地下水硝酸盐含

量剧增,人在饮用地下水后,对其身体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2.2 畜牧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 

养殖牲畜所产生的粪便及废水,除了直接排放之外,还

会应用到农业种植之中,利用牲畜粪便来为农作物提供肥料,

大部分农村养殖户都是采取此种模式。事实上,适当的牲畜

粪便的确可以作为基肥施放到耕地之中,为农作物补充足够

的氮肥和磷肥,但是过度施放不仅不会促进农作物生长,还

会导致农作物死亡。由于近年来畜牧养殖饲料及药品中的工

业化学成分较多,这些物质会遗留在牲畜粪便之中,会随着

施放肥料的过程而进入到自然环境中,造成土壤污染。 

2.3 畜牧业生产造成的空气污染 

畜牧业对造成空气污染主要有 2 个方面：内源性污染,

即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一般是由牲畜粪便尿液分解而来,

主要成分为硫化氢(H2S)和氨气(NH3),这两种化学元素具有

强烈臭味,对养殖场周边的空气造成污染,也极大影响了周

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外源性污染,牲畜饲养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饲料,饲料在进行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会排放大量气体,主

要包括硫化物和氮氧化物,这些气体直接排放到空气中会产

生外源性的空气污染,空气中如果富含上述化学元素,会造

成酸雨危害。 

2.4 氮磷物质污染 

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实,因为禽畜对于蛋白质饲料的利

用率较差,其中超过有一半以上的饲料会以粪氮及尿氮的形

式排出。对于这些含氮粪尿若不采取及时、妥善的处理措施,

便会致使其中的氮物质挥发严重者甚至会造成局部酸雨；没

有产生挥发作用的部分通常也会经由氧化还原分解为硝酸

盐物质,进而通过河流的扩散而产生更大的危害。另外禽畜

对于谷物饲料中的植酸磷利用率也不高,同样也会经由粪便

的形式排出造成环境污染。 

2.5 药物残留污染 

在畜牧业的生产过程之中常常会应用以大量的消毒药剂,

以治疗各类禽畜常见病症,而禽畜所排出体外的粪便也就包

含了一部分的药物残留,这进一步又会导致对于当地土质环

境的污染。此外这些注射过药物的禽畜在被制成肉质食品时,

也会由于残存在内脏器官中的药物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3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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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学处理养殖场的废弃物 

第一,先进行污粪的处理工作,比如可以将养殖场中的

粪便制作成为肥料,或者是把这些粪便加工成为沼气,与此

同时,还可以通过积极的使用好氧生物,来对已经被污染的

水源进行清理工作,这些皆可运用沉淀池和固液分离机等设

备来处理,然后,对于那些病死的畜禽,通过运用综合治理的

办法,对其进行分类回收,有计划的进行焚烧填埋,一方面能

够避免出现疾病传播的情况,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

环境的污染。 

3.2 采用多维化养殖模式 

所谓多维化养殖模式,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农

作物种植和牲畜、水产养殖形成有机的良性循环,这种方式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程度较小,也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各种生产

废弃物,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一种养殖模式。例如某

养殖户在饲养生猪的过程中,将养殖废弃物投入到沼气池中,

并利用种植废弃物秸秆,来促使沼气池进行发酵,沼气作为

清洁能源可以用来取暖和照明,沼气池粪渣可以用来培养蚯

蚓,蚯蚓是鸡鸭等家禽的饲料,能够为家禽提供生物性蛋白

质,而沼气池产生的余渣也可作为优质生物肥料,施放在耕

地之中,为农作物提供生长必须的氮元素和磷元素,在这一

多维化养殖模式之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环境污染因素,高效

利用各种废弃物来进行生产,不仅能够提升养殖户的经济效

益,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应予以大力推广。 

3.3 加大疫病防控投入 

由于在对各种畜禽进行饲养的过程中,这些畜禽可能会

感染一些疫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疫病如果发生恶

化的情况,或者是由于缺少专业的预防措施使其不能很好的

得到控制,就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必须要加强对于

兽医队伍的关注程度,争取培养出一批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兽

医团队,对这些专业性的人才,要加大培训和力度,以此来使

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正确的决定,帮助畜禽疫情

的诊断和治疗,促使我国畜禽产业能够发展的更加顺利。 

3.4 制定防止污染的法律法规,加强环境监督 

根据现如今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畜牧业发展的具体现状,

应该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制定出一套高效的畜牧环境质量

检测标准和畜禽排放物处理行业规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给畜禽场的建设提供一套完善的标准和法律规范,并把相关

法律法规渗透进入畜禽场的管理之中,以此来建立一套健全

的环境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此外,还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实

际运用,对畜禽场周围的污染情况提出相应的规格标准,并

对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最大限度的减

少畜禽场对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通过运用这样的方式,一

方面可以达到了对畜牧业进行整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促进

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3.5 妥善处理养殖废弃物 

据调查,1 头成年生猪每日会产生 6kg 粪便尿液和 30kg

污水,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6 年年底,我国共有

6.85亿头生猪出栏,也就是说,就生猪养殖这一项来说,会产

生17.50亿 t粪便尿液和近75亿 t污水,这些粪便及污水中

的磷元素进入到自然环境中,使水体出现富营养化,对水体

造成极大影响,依靠自然界的净化能力需要 300 年时间才能

将富营养化影响去除。因此,需要科学、妥善处理牲畜养殖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将牲畜粪便经过处理和加工制作成无

害肥料,或者利用沼气池来进行发酵,不仅能够避免牲畜粪

便造成的污染,也能够改善当前能源紧缺的现状。 

3.6 适当应用饲料 

在对禽畜进行饲喂的过程当中,可适当的添加以酶、酸

制剂、抗生素以及微生物等,从而更好的促进禽畜肠道菌群

的平衡性,并提升其对有机物的消化率。其中添加以一定数

量的酶制剂能够显著的提高禽畜对蛋白质饲料的消化率,促

使饲料中的蛋白质与氨基酸被更大程度的释放出来,以减少

氮的排放量。 

畜牧业对水体、土壤和空气都会造成极大的污染,因此

必须要注意这一问题,利用生态技术来改善当前的牲畜养殖

模式,通过妥善处理养殖废弃物,加快畜牧疫苗的研发,及采

用多维化养殖模式等举措,推进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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