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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工农业的突飞猛进, 人民的生

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大型集约化猪场的建

设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

并成为联系城乡经济发展的纽带。然而, 在

猪场生产过程中, 伴随而来的是逐年增加的

向环境大量排放的猪粪尿及其废水。这些粪

水如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和消纳, 势必产生环

境问题。可喜的是, 国内外环境技术人员已

越来越重视猪粪水的处理问题, 并在相关领

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就猪粪尿的

处置与研究作一简述, 以便为猪粪尿处理工

作提供参考。

1　猪粪尿及猪场排放废水的污染负荷

猪粪水向环境中排放的危害性主要包括

对大气、水质的污染和传播病源菌造成对人

畜健康的危害。

猪粪尿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 因而具

有很高的污染负荷。一般的测试结果和研究

资料表明, 猪粪的BOD 负荷量约为 60 göL ,

猪粪尿BOD 约为 30 göL , 猪场排放废水的

BOD 高达 2～ 8 göL , COD 高达 5～ 20 göL ,

成猪和人的排泄量和污染负荷量见表 1。

表 1　成猪和人的粪尿排泄量和污染负荷量

项　　目
排泄量
(kgöd)

BOD SS

浓度
(göL )

负荷量
(göd)

浓度
(göL )

负荷量
(göd)

猪　　　粪 3 63 189 223 669

猪　　　尿 3 5 15 415 14

猪粪尿混合 6 33 204 117 700

人粪尿混合 112 1215 15 20 24

从上述结果不难理解, 一头猪场就是一

个污染源, 一个养猪场就是一个环境污染生

产场。仅从北京看, 截止到 1995 年, 北京地

区的规模化养猪场已达 1700 余个, 这些猪场

产生的粪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处理, 必将造

成对环境的极大危害。

2　猪粪水的处理研究现状及进展

下面就目前国内外对猪粪尿处理的实验

室小试及中试研究进行简略概述。

211　好氧处理

好氧处理方法是指利用微生物在有氧存

在的条件下对猪粪尿进行处理的一种工艺。

国内外学者一般进行了两方面的好氧处理研

究: 一方面是采用好氧技术对猪粪尿及废水

进行处理。这方面的工艺有, 氧化沟法、活

性污泥法、曝气塘技术、生物滤床法等。日

本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另一方面, 为探测影响处理效果的因子,

进行了不同曝气方式 (搅拌和鼓气) 的研究

和补充营养盐和溶解氧的影响。根据处理效

率和植物生长率, 最佳曝气方式为, 在基质

上曝气培养 14ö24 小时, 氨和磷的去除率分

别为 95% 和 62% (处理时间为 1 天) , 生长

率为 0134ö天。

好氧处理的另一领域是将猪粪单独或与

其它物质一起进行堆肥处理。堆肥技术可分

为好氧堆肥和低氧堆肥 (按需氧条件) ; 中温

堆肥和高温堆肥 (按堆肥温度)。目前堆肥厂

普遍采用好氧堆肥, 其特点是:

·克服了臭味浓、分解不完全的缺点。

·可机械化连续生产。

·能量释放多, 堆肥温度高达 65～

80℃, 足以杀灭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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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成品可制成促植物生长素。

堆肥技术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目前

我国已从传统的家庭式堆肥方式转向规模化

集中堆肥处理。国外也早已开展了堆肥技术

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

212　厌氧处理

厌氧处理是目前处理猪粪及其它有机物

的最重要的环境技术。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同

时获得可利用的能源和物质, 它与好氧处理

的共同点是必须有微生物的参与才能完成。

早在 1976 年西安市肉联厂和西安建筑

学院等开始了猪粪厌氧消化产沼气的试验工

作。近年来开发了一系列新型厌氧处理反应

器和处理工艺, 包括UA SB、UBF、A F、U SR

等高效生物处理反应器。我国的厌氧生物处

理猪粪技术目前倾向于操作简便、投资低廉

的高效技术。

此外, 我国普遍推广了农村家用小型沼

气池, 开发出了许多简单易行的沼气装置。

213　水生生物塘工艺

水生生物塘工艺是处理废物、回收物质

和能源的重要的生态工程技术。国外俄罗斯

M en sh ikova, O. A. 等人, 研究了利用藻类

和大型植物对种猪场废水进行处理。选择了

营养物剂量、大型植物生物量、温度作影响

因子进行处理效果的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大型植物降低了废水中有机物的浓度, 收

集的绿色生物质还可用作复合肥料的添加

剂。

214　生产规模的猪场废物处理与处置

目前, 国内外都很重视规模养猪的污染

治理和综合利用研究, 并实施了不同工艺的

处理工程。在进行猪场粪便及污水治理的同

时取得了一定的综合效益。

从实际应用工程和有关资料看, 国内大

中型猪场产生的粪便污水处理工程不外乎三

个技术路线, 即:

厌氧处理工艺 (沼气工程) ;

厌氧处理+ 好氧处理工艺;

好氧处理工艺 (曝气氧化塘和生物稳定

塘工艺)

国外在猪粪便处理领域也经历了一个渐

进的发展过程。将传统的低密度养殖产生的

猪粪直接回田, 发展到现代化规模养殖的多

种粪便处理方式。目前常用的处理方式有猪

粪浆的贮存、分离、堆肥、曝气和厌氧消化

等, 但所采用工艺类型的倾向性与国内迥然

不同。

此外, 鉴于猪粪尿污染的严重性和处理

上的困难, 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已开始将养

殖工序由水冲式清洗粪便转回到以往传统的

稻草或作物秸秆铺垫吸粪方式, 然后实施堆

肥的利用途径。

3　猪粪尿污染的防治对策

针对目前集约化猪场的发展所带来的环

境问题,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防治猪粪尿对环

境的污染。

(1) 制定畜牧业污染防治法规。加强畜

禽粪便的管理和法制建设对于防治养殖业污

染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国内在畜禽污染控制

法规方面尚不完善。

(2) 预防为主, 防患于未然。防治猪粪

尿污染应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

利用”原则。各国科学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管理方案和建议。目

前在预防猪粪尿污染方面采取了下述措施:

①提高饲料利用率。

②实施畜舍污水量最小化养殖工序。

③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对猪粪尿进行

处理和处置。近年来猪粪尿的处理技术发展

迅速, 鉴于目前对猪粪尿及猪场排放废水的

多种处理工艺, 有必要筛选和开发先进的技

术, 淘汰落后的、投资较大的工艺, 这也是

猪场废物管理的一个长期发展战略。

④进行废物的综合利用。开发新型、高

效的猪粪尿处理工艺, 实现废物资源和能源

的综合利用。一般来说, 厌氧处理的优越性

23 中国沼气 　Ch ina B iog as 1998, 16 (2)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于对可利用能源 (沼气) 的充分回收。

世界各国十分重视大型集约化猪场猪粪

尿的处理、处置与研究工作。不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进行或正在进行相关

的工作。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对各种工艺

中微生物学等机理研究不够, 可操作的、系

统化的工艺设计参数尚待完善, 还有各种工

艺运行时的稳定性问题、沼气装置的标准化

问题等, 而且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 但在总

体上已获得了很大成功并取得了一定的环

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环境科技工作者

正致力于新工艺新模式的开发与探索, 希望

在不远的将来关于猪粪尿的处理、处置与研

究工作取得更大进展。

净 化 沼 气 池 填 滤 料 种 类 与 效 果 的 观 察3

曾华梁　田洪春　李帮贤　杨长虹　谢　红

(四川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成都　610041)

　　近年来, 净化沼气池建设在技术和数量

上有了长足进展, 在质量和效益上有了明显

提高。但由于各地在净化沼气池中采用的填

滤料种类不尽相同, 有的池内甚至未用填滤

料, 致使处理生活污水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

为了促进净化沼气池建设的健康发展, 研究

提出经济实用, 使用方便, 处理效果好, 使

用寿命较长的填滤料, 即显得十分迫切和必

要。我们于 1992 年至 1994 年进行了连续三

年的现场观察,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1　选点

在净化沼气池推广较早, 数量较多, 管

理较好的四川省内的 6 个县 (市) , 选择设计

参数基本一致, 采用不同种类填滤料, 已使

用 2 年以上, 且从未清掏过污泥或作过其他

处理, 至今仍在正常运转的净化沼气池, 分

为 6 个组, 各组 4～ 12 处净化沼气池作为观

察池。

112　背景情况调查

调查各组观察池的使用人数、污水量、总

池容、人均池容、水力滞留时间、启动日期、

池型及填料与滤料的种类等。

113　处理效果观察

采集各组观察池的水压间和出口水样,

进行水质监测, 结合背景情况个案调查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 评价净化沼气池不同种类填

滤料处理生活污水效果的优劣。

11311　采样

分别采集净化沼气池自然流出状态下的

出口上层液, 充分混合后的水压间液体, 先

用无菌操作法采集 100m l 水样, 盛入具塞玻

璃瓶中, 供测粪大肠菌值, 再采集 2500m l 水

样, 盛入塑料桶中, 供测理化项目。

11312　检验项目和测试方法

(1) 色度: 铂钴标准管比色法;

(2) pH 值: 玻璃电极法;

(3) COD cr: 重铬酸钾法;

(4) BOD 5: 稀释接种法;

(5) 悬浮物 (SS) : 滤纸法;

(6) 氨态氮 (N H 3—N ) : 蒸馏滴定法;

(7) 粪大肠菌值: 发酵法 (44±015℃培

养) ;

(8) 寄生虫卵数: 司氏虫卵计数稀释、浓

缩改良法。

11313　考核标准

采用《城镇净化沼气池生活污水排放卫

生标准》 (DB 51ö136—92) (以下简称“省

标”) 中的标准值作为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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