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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蚯蚓养殖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养殖产业,用禽畜粪便、厨房垃圾等养殖蚯蚓,养出的蚯蚓是高蛋

白产品,可作饲料,也可作钓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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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thworm breeding is a breeding industr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It uses livestock manure and 

kitchen garbage to breed earthworms, which are high protein products and can be used as feed or b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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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利用蚯蚓和蚯蚓粪为主要原

料开发生产的功能性(抗病)饲料、肥料

和生物农药和兽药越来越多,广泛应用

于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当中,如何做到科

学养殖并发挥蚯蚓产业在国民经济的作

用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1 蚯蚓产业及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与作用 

蚯蚓产业是指通过高效的人工蚯

蚓养殖技术将各种有机废弃物转化为

蚯蚓和蚯蚓粪,利用各种生物与化学方

法把蚯蚓和蚯蚓粪深加工成各种药品、

食品及饲料和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形

成由低价值的废弃物到高质化的系列

产品；利用蚯蚓的生物与生态学特性,

通过蚯蚓高效转化技术,培肥或修复污

染土壤,处理和转化畜禽粪便、秸秆以

及生活垃圾和各种污泥等有机废弃物；

构建以蚯蚓为连接点的各种农业或环

保生态模式。促进农村或社区的循环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蚯蚓产业包

括：蚯蚓养殖业、蚯蚓药业、蚯蚓饲料

业、蚯蚓肥料业、以及蚯蚓农业和蚯蚓

环保业等[1]。 

2 蚯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作用 

2.1蚯蚓药用价值在我国的中医药

中占居重要地位 

蚯蚓又名地龙,为传统的中药材。咸

寒、入肝脾肺经、具有清热,熄风、平肝

通络、平喘利尿之功能。蚯蚓药用在我

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自1983年日本宫崎

医科大学美原恒从蚯蚓中发现并提取纤

溶酶后,国内外已研制成功研发出“蚯激

酶胶囊”等多种单方和复方“蚯激酶”

制剂,目前已经成为预防和治疗血栓病

的特效药,使得蚯蚓在现代药中占居重

要地位。目前,全国有16家药厂生产以蚯

蚓为原料的药品或功能食品[2]。蚯蚓的

药食价值开发将在保障人民大众健康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2蚯蚓在环保中的应用  

蚯蚓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分解转化作用。通过与

微生物的协同作用,蚯蚓可以明显加速

有机物质的分解过程[3]。因此,可以用蚯

蚓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农业有机废弃

物和城市生活污水,加速有机物质的分

解。蚯蚓在环保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第

一蚯蚓处理垃圾。蚯蚓能够对混合垃圾

中的有机物质有选择吞食作用,即有机

物质通过蚯蚓的砂囊和消化道得到研磨

和破碎,以颗粒状结构排出体外,并通过

颗粒状的蚓粪促进硝化-脱氮过程。第二

蚯蚓处理污泥。蚯蚓的活动使得污泥中

的好氧微生物得以快速繁殖,蚯蚓本身

通过同化和代谢作用使得污泥中的有机

物质逐步降解。第三蚯蚓监测环境。根

据释放环境中不同化学物质对蚯蚓的

毒害程度来评价其可能对环境的危害

程度[4],从生物学角度监测环境质量。

第四蚯蚓修复环境。利用蚯蚓对重金属

及有机化合物的富集性或分解特点,修

复各种污染的土壤。蚯蚓处理有机废弃

物技术与其他环保方法相比,最大的优

势是低成本、高产出、方法简单、蚯蚓

和蚯蚓粪产品价值高有市场。 

蚯蚓在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中的应

用时间较长,一直以来是全球农业、环

保、医药等产业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

日本经过2000多次杂交试验繁育出了优

良的蚯蚓新品种大平二号；苏联用蚯蚓

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处理并达

到了良好效果；我国台湾也将蚯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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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保中；我国还从蚓

体中提取出了蚓激酶,用于制作治疗心

脑血栓的特效药[5]。 

2.3蚯蚓技术在土壤改良及促进农

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蚯蚓种群及生态习性的多样性造

成其取食和生存环境有所差异,由此蚯

蚓多样性差异关乎其对土壤性质的不

同影响,在土壤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功能

和作用机制[6]。蚯蚓多样性以不同生态

型可分为表层种、内层种和深层种,表

层种蚯蚓对土壤扰动能力低,主要生活

在植物落叶层等土壤表层,取食动植物

残体,一方面可以通过掘穴来改变土壤

结构和通气条件,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取

食土壤微生物、蚓粪的排泄来提高土壤

有机质含量间接改变土壤结构,使得其

他土壤动物和好氧微生物得到充分的

氧气和水分,同时为其他土壤动物进入

较深土层提供大量通道,增加土壤动物

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加快土壤的换代

更新；而深层蚯蚓种的生物扰动能力较

强,翻土量大,取食深层的土壤原生动

物,能够很好将有机物与土壤混合,促

进土肥相融。 

 

2.4蚯蚓(粪)已经被开发成重要的

绿色有机农业生产资料,在促进农业绿

色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绿色有机食品市场的日益扩大,

专用的肥料、饲料、农药、兽药等生产

资料供应成为了我国绿色有机食品发展

的主要瓶颈。蚯蚓的养殖过程由于不使

用任何化学品,其转化成的蚯蚓和蚯蚓

粪完全是有机物的自然转化过程,所以

蚯蚓和蚯蚓粪产品可以不经过认证直接

用于有机农业生产。蚯蚓含有很高的蛋

白质,按干物质计粗蛋白的含量高达

66%-71%,蚯蚓蛋白质的质量也很高[7]。

目前已经开发了含有5-15%蚓粪的鱼类

和畜禽饲料。自然形成颗粒的蚯蚓粪,

由于其具有营养、抗菌、促生长等多功

能特性,已经成为了绿色有机食品果蔬

中必不可少的、无可代替的高效(生物)

有机肥料。 

1978年,日本研制了蚯蚓粪粒除臭

装置,后经污水厂实际应用证实了蚯蚓

粪具有较强的除臭效果,并将该装置申

请专利,命名为“蚯蚓粪粒除臭剂”。日

本北岛蚯蚓养殖场將蚯蚓粪收集后筛掉

杂质,风干至含水率为35%以下,收集保

存,制成了高效畜用除臭剂。蚯蚓粪中含

有很多微生物,可促进有机质的分解,达

到除臭的目的[8]。据后期对产品的跟踪

报道可知,这种除臭剂效果好价格低,适

合在家禽圈舍、牲畜粪场等场合使用。

日本川崎钢铁公司印番湖净水场曾分别

采用蚯蚓粪粒和活性炭2种除臭剂进行

除臭效果比较。结果表明,蚯蚓粪粒除臭

效力的持续性约为活性炭除臭剂的3倍。

Scheu.S也指出蚯蚓粪对新鲜垃圾具有

良好的除臭作用,可作为脱臭剂。由上可

知,蚯蚓粪在除臭效果及社会效益等方

面具有先天优势。 

3 结语 

本文通过蚯蚓养殖产业研讨分析,

引导蚯蚓养殖企业利用蚯蚓养殖处理农

业废弃物(畜禽粪便和作物秸杆)及城乡

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不同的生态循

环农业模式,用于新农村建设,促进循环

经济发展,改善农村或社区的生态与环

境,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保护城乡生态环境方面发挥其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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