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粪污资源化利用

规模场主体有责任 散养户难题有着落
——山东、江苏整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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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粪污处理中心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粪污处理中心。。

□□ 本报记者 崔丽 见习记者 王焱麒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优质肉蛋奶需求的提
升，有着安全高效、环境友好、无残留等特性的生
物饲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去年农业农
村部“禁抗令”的发布，生物饲料被寄予了更高的
期望。在不久前召开的2019年第十六届中国畜
牧饲料科技与经济高层论坛上，生物饲料再一次
成为讨论的焦点，生物饲料能否担当起“替抗”的
使命？生物饲料企业应朝何方发展？针对这些
问题，记者专访了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首席科学家蔡辉益。

生物饲料是推行无抗养殖的有
效手段

从事动物营养和饲料添加剂领域科研工作
多年，蔡辉益一直关注饲料行业的发展动态。出
于行业敏感，早些年他就意识到，在未来绿色养
殖方面，生物饲料将发挥重大作用。

2008年，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蔡辉益任
中心主任。中心首要任务是围绕饲料安全、动物
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需要，研发优质高效
的生物饲料。另一项重要职能是作为重大科技
成果的孵化器，将具有市场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
进行系统集成和工程化，形成适合于规模化生产
的成套成熟的工艺、技术、装备。

生物饲料组建国家队，这是我国官方推动生
物饲料行业发展的开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生
物饲料完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到规模化生产的过
程。蔡辉益说：“当前大约有 30%的饲料企业在
生产、使用或者销售生物饲料，这说明生物饲料

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生物饲料包括发酵饲料、酶解饲料、菌酶协

同发酵饲料和生物饲料添加剂等。在发酵饲料
研发方面，目前菌种研究集中在改变饲料原料的
理化性质，如何提高消化率，延长保存时间等；如
何通过微生物、基因工程获得中间代谢产物，如
维生素、氨基酸等。发酵原料得到了极大扩充，
从以前豆粕、棉粕提供蛋白原料开始，发展到现
在包括糟渣、果渣等非常规的包括发酵能量、能
量饲料和粗饲料以及更广的领域。

在酶解饲料研发方面，酶解这种预消化工艺
在大量应用当中得到证实。在体内或者体内条
件下对饲料进行酶解预消化，可以提高饲料的内
部效率，甚至降低饲料成本。也有研究表明，酶
解饲料可以有效改善饲料品质。

菌酶协同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思路，随着科研
的深入，发现微生物和酶之间有很好的协同作
用，可以使大分子的物质降解更加彻底，微生物
的发酵效率更高。所以利用这种协同作用制备
的发酵料及处理的结果优于单独的酶或菌的
效率。

现在，国内从事生物饲料的企业有上千家，
分化明显。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处于供大于求的
状态，而发酵蛋白饲料、发酵能量饲料以及发酵
粗饲料产品均有快速增量。

生物饲料产业增长显著，需要标
准规范

生物饲料生产增长显著，“去年前 10个月，
生物饲料同期增长大约50%，传统饲料增长率大
约在 3%-5%。”蔡辉益从数据上得出结论，传统
饲料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期，而生物饲料相

对发展迅速。“一些生产生物饲料的企业产量都
是成倍增长，个别企业达到年产10万吨。”

有了广泛的市场基础，蔡辉益对今年将实施
的“禁抗令”信心十足。“生物饲料的兴起是推行
无抗养殖的前奏。”蔡辉益认为，我国已经具备无
抗养殖技术，生物饲料将发挥很好的替代作用，
对环境排污治理，生物安全防控和动物疫病预防
等方面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是推行无抗养殖
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当前，生物饲料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已经在
逐步建立，包括菌种选育、地源性饲料、常规饲料
生物发酵、加工设备以及添加剂营养配方、一体
发酵、粪污处理等，都得到了市场认可。

“标准”二字蔡辉益反复提及，生物饲料作为
饲料行业发展的新趋势，目前尚处于被认知和认
可的阶段，行业若要长期稳健发展，建立共同实
施的团体标准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连分类都
搞不明白，那业内人员彼此之间无从交流，产品
性能也无从比较。”

蔡辉益说，团体标准的制定也在逐步完善过
程中，其中两个基础性的标准包括《产品分类通
则》和《发酵饲料技术通则》。2019年由国家工
程中心牵头发布了 12项标准，加上 2018年发布
的 5项，现在已经有 17项关于发酵饲料的标准、
100多个产品。目前，制定出台团体标准市场常
见，随着行业的发展，还将继续开发研究、增加和
修订比较深入的产品标准。

基于地源性饲料开发，打造我国
特色配方体系

“当下，我国面临蛋白质资源缺乏，大豆依
靠大量进口以及如何降低养殖成本等方面的

问题，地源性饲料原料的开发应用将会使问题
得 到 改 善 ，是 打 造 中 国 特 色 配 方 体 系 的 基
础。”蔡辉益对未来生物饲料原料的开发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中心正在着力进行地源性饲
料原料的开发，真正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配方体
系的发展。”

地源性饲料指经过饲料加工处理后可以规
模化饲用的地方性饲料资源，具有特色的营养价
值，不宜加工处理，流通成本高，易变质，季节性
强，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如豆皮、亚麻籽饼、豆腐
渣、红薯渣、果菜渣等。

如何把地源性饲料用好，工程中心总结了
五项关键技术，包括针对每种地方原料都有不
同的相配套的菌和酶；地方原料不同，发酵工
艺和设备有所差异；建立地源性饲料营养数据
库，以地方原料为核心的配方技术；不同地方
原料的饲喂业态和方式；生物处理技术，解决
排污问题。

目前需要注意和加强研究的几个问题是：在
应用领域当中大量使用的微生物是不是符合国
家规范的菌种；工艺质量如何稳定以及对传统动
物营养和微生物营养的协同认识需要大量的研
究；如何进行真正生物学技术方面的理论技术研
究和传播；发酵饲料营养基础数据库和团体标准
建设。

蔡辉益认为，未来，生物饲料增长会更加迅
速，反刍动物、水产和蛋禽方面会增加更快，生物
饲料是传统饲料行业内部结构转换的一个新方
向。不过，生物饲料和传统饲料之间不存在绝对
的替代关系，对于想要涉足生物饲料行业的中小
企业而言，传统饲料不会因为生物饲料的发展而
消失，中小企业是否需要转型做生物饲料需要考
虑市场选择，并不是必然要求。

生物饲料将搭上绿色养殖“快车”
——访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蔡辉益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焱麒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246 号公告，这
是继饲料“禁抗令”（第 194号公告）后发布的
用于指导饲料“禁抗”工作的细化规则。

据悉，根据《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按照《遏制细
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和

《全 国 遏 制 动 物 源 细 菌 耐 药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 年）》部署，农业农村部已在第
194 号公告中叫停生产、进口、经营、使用部
分药物饲料添加剂。此次公告旨在对相关
兽药产品质量标准修订和批准文号变更等
事项做出具体实施要求。

第 246号公告中指出，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废止仅有促生长用途的 15项药物饲料添
加剂等品种质量标准，注销 558 个相关兽药
产品批准文号和 3个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公
告还给出金霉素预混剂等 15 个兽药产品的
质量标准和说明书范本，以及拉沙洛西钠预
混剂等 5 个进口兽药产品质量标准和标签、
说明书样稿。

农业农村部已完成既有促生长又有防
治用途药物饲料添加剂、抗球虫和中药类药
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的质量标准和说明书范
本修订工作，此次共发布 15 个修订后的质
量标准和说明书范本，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原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同品种质量标准
和说明书范本同时废止。相关兽药生产企
业按照修订后的说明书范本自行修改相关
产品标签和说明书内容，标签内容不得超过
说明书规定的内容范围。标签和说明书上
的产品批准文号由“兽药添字”变为“兽药
字”，其他信息不变。

农业农村部已完成抗球虫类药物饲料添
加剂相关进口兽药品种的质量标准、标签和说
明书样稿修订工作，发布 5个修订后的质量标
准、标签和说明书样稿，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原农业部发布的同品种质量标准、标签
和说明书样稿同时废止。相关进口兽药生产
企业按照修订后的标签和说明书样稿印制相
关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标签和说明书上的进口
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农业农村部已于 2020年 1月 15日前统一
组织完成相关兽药产品“兽药添字”转“兽药
字”批准文号批件变更和发放工作。

此外，为了进一步规范养殖用药行为，
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农业农村部又发布
了第 250 号公告，修订了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合物清单，原农业部公告第 193 号、235 号、560 号等文件中的相
关内容同时废止。

四川仁寿县取缔肥水养鱼
人放天养让水清鱼鲜

“我这 20亩鱼塘，这几天正在修建塘底排污装置、沉淀池，建
成后将采取人放天养的生态健康养殖方式，不再肥水养鱼了，鱼的
品质提升了，收入还会增加。”近日，四川省仁寿县曹家镇水星村村
民陈骁向前来参观学习的村民们高兴地说道。

在仁寿，像陈骁一样实施生态养殖的鱼塘有2.5万亩。仁寿县
把整治小流域污染、提高水污染防治、帮助群众增收作为办实事内
容之一。通过水产养殖调研，该县在充分征求养殖户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了全面禁止肥水养鱼、新增鱼塘的政策，通过推行人放天
养、塘底排污、鱼菜共生等养殖方式，使水产品品种结构、品质、质
量、安全监管和水产技术推广不断完善。

“鱼塘建成后，通过水压将池塘底部鱼类粪便、残饵和淤泥经
放水到三级沉淀池，沉淀的淤泥作为山上果树的肥料，既减少鱼类
发病提升了鱼类的品质，又增添了果树的肥料，可谓是一举多得。”
陈骁不断给水产养殖户介绍生态养殖的好处。他作为全县首批水
产生态健康养殖试点户，享受了财政配套政策带来的红利。据介
绍，仁寿县为试点乡镇采取底污干湿分离和池塘内循环等生态健
康养殖技术的养殖户，财政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的 50%给予试点
补助，把鱼塘养殖的重心由注重数量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

2019年，在文林镇吊庆社区养殖户黄杰明 300亩的承包鱼塘
里，安装上了县农业农村局送来的 1000平方米生物浮床，浮床上
种植水稻和空心菜，实现“鱼—粮—菜”共生，达到水质净化和增收
双赢。通过浮床上的植物吸收氨、氮等有害物质，水藻明显减少，
水质和鱼的品质都有提升，现在养的鱼远销成都和重庆，销路不
愁、效益增加。

据了解，该县已有107座水库按照法定程序，在去年12月底前
予以解除合同，一律不再对外发包，目前已有 30 座收回承包权。
全县水库及集体水域一律采用人放天养模式进行生态养殖。

陈猛 本报记者 刘一明

日前，贵州省威宁自治县淡水经济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在该县锁黄仓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本次共计投放白鲢 38.3 万
尾、花鲢36万尾，对进一步优化锁黄仓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生物种
群结构，修复渔业资源，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人工增殖放流现场。 刘军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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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明 文/图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合作协
议》签署以来，7个省（市）认真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意见》要求，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
场化运作，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切
实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由省政府负责同志
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专题研
究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7省（市）共安排省级财政资金23亿
元，带动社会投资60余亿元，强化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政策措施。压实畜禽养殖场户主体
责任，积极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种养联
动纽带，积极探索受益者付费运行机制，努力
构建市场机制。山东省组织建立畜禽养殖督
战分队，建立由省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抓总责任
落实机制。江苏、福建安排省级专项资金同步
推进畜牧大县和非畜牧大县整县治理。浙江
省通过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省创建，相关各县
全部制定农牧对接“一县一案”，90%以上的规
模猪场采取农牧结合的养殖模式，配套落实生
态消纳地 1000余万亩；北京市全面提出并落
实资源化利用“节、减、够、用、记”五字要求，实
现了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全覆
盖，以“用”促“治”推进种养循环。上海市加强
标准建设，出台畜禽粪便生态还田技术规范，
指导科学合理使用粪肥。天津市创建了10个
绿色循环畜产品生产基地，120个种养循环示
范场，促进粪污就地就近还田利用。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合作协
议》签署一年之后，7省（市）全部如期交出了
一份满意答卷。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均达到
8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均达到95%以上，率先完成了“十三五”目标
任务，打造出了整省推进的样板，发挥了示范
带动作用。

规模场粪污就地利用
产出畜禽粪肥就近还田

督促规模养殖场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规模
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是整省推进
工作的重点之一。记者发现，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省推进项目省份的大部分规模养殖场
已经配建了粪污处理设施。

在山东省潍坊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了养殖场旁的鸡粪好氧发酵处理设施。
据介绍，这套处理设备总投资 182.87万元，其

中包括政府补贴 89.8万元。粪污整体发酵周
期为25天，平均每天能处理20立方米鸡粪，立
华公司与周边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签订了协议，
将处理好的粪肥低价售卖给农户，既解决了粪
污处理问题，又增加了种养收益。

来到山东合力牧场，记者看到面积 2100
亩的牧场中除了有奶牛养殖场外，还有果
园、白菜地、蔬菜温室大棚等。“让农业可持
续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种养结合，让种植和
养殖形成配套体系。我们牧场养了 2000 头
奶牛，它们产生的粪污经过牧场自建的发酵
罐处理后，产生的沼液直接由管道还田或稀
释后滴灌温室中的草莓、南瓜、萝卜等，而产
生的沼气则经过自建的沼气发电站处理后，
可为整个牧场供电。”合力牧场负责人张维
涛告诉记者。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欣运家庭农
场是一家生猪养殖与有机农业循环发展的综
合生产基地，建有 4.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高标
准猪舍，配备有 20万立方米的黑膜沼气池和
沼液贮存池、3000 立方米沼气储气罐以及年
产 1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房。猪场内固液分
离后的液体粪污，采取厌氧发酵方式进行沼气
发电，产生的沼液储放在贮存池内，一部分通
过地下管道输送到自建的 500亩江苏川鹿现
代农业示范园，发展优质果品和蔬菜；另一部
分由地上管道输送到周边农田，免费提供给农
民。“我们处理好了粪污，还能带领更多老百姓

致富，何乐而不为呢？”欣运家庭农场负责人黄
鑫告诉记者，周围的农民大多种植青贮玉米，
都用他们农场提供的粪肥做基肥，种植前用沼
液施肥，作物都长得非常好。

除了自建粪污处理设施外，还有一些规模
养殖场通过与第三方单位合作，就近建立协作
处理设施。江苏申牛牧业有限公司下辖海丰
奶牛场、申丰奶牛场等 2个现代化奶牛场，存
栏优质奶牛2.4万头，配套土地2.8万亩。申丰
奶牛场的大部分粪污进入沼气厂，发酵产物经
固液分离后，沼渣经烘干后作为牛床垫料，每
年可供应4.4万吨优质垫料，相比木屑垫料，每
年可节约成本800万多元，多余沼渣销售给有
机肥厂作为原料。沼液用于周围配套的2.8万
亩青贮饲料农田，也可改良当地盐碱土地。申
牛牧业负责人郑斯光告诉记者，沼气工程为第
三方协作单位运行，毗邻奶牛场而建，每天产
沼气2万立方米，每天可发电4万度，每度电销
售收入 0.63元，发电机组每年运行 330天，年
销售收入达890万元。

社会化运作多方参与
解决散养户粪污难题

我国散养户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粪污
产生量大、缺少畜禽粪污处理的资金和技
术。如何解决散养户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的难题。如今，在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省推进项目的政策支持下，政府、生物
科技企业、肥料企业、装备制造企业等各类主
体都参与了进来，用不同方式解决散养户粪
污资源化利用问题。

江 苏 省 射 阳 县 有 5000 余 家 养 殖 场
（户），其中包含 350 个省级规模养殖场，964
个中等规模养殖场，剩下的都是小散户。数
千家小散户的畜禽粪污如何处理，曾经一度
是射阳县面对的难题。如今，借助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项目的支持，射阳县
14 个镇，每个镇都建起了一座畜禽粪污集
中处理中心。在洋马镇畜禽粪污集中处理
中心，记者看到一台大型翻抛机正在异位发
酵床上作业，现场环境干净整洁，如此大的
粪污处理中心却闻不到一丝异味。“处理中
心采用的是好氧发酵技术，病菌被高温杀
死，发酵产物全部资源化利用，所以几乎没
有异味。”射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乔干群告
诉记者，一部分粪污被发酵处理，最终制成
粪肥，向社会销售；另一部分则被固液分离，
固体制成粪肥，液体发酵腐熟后输送到鹤乡
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用于改良土壤。

来到山东省诸城皇华镇粪污处理中心，一
进门记者就见到了3个大型发酵罐，处理中心
每天投入 90吨粪污，每天能产出 35吨-40吨
有机肥。据了解，目前，诸城已建成 8个粪污
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是由山东信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建设资金超五成来自中央
财政补贴。诸城市委副书记孙继海对记者说：

“规模养殖场有自己处理粪污的能力，为解决
其他散户粪污处理的问题，我们选择与专业的
企业合作，建成这批粪污处理中心，专门为小
散户服务。”

除了政府主导成立的粪污处理中心外，
还有一些企业也主动参与到了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的项目中。山东富鑫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本是一家生产搅拌车等相关设备的企业，
却在近些年瞄准当地畜禽粪污资源和有机肥
市场潜力，投资研发了粪污处理、有机肥生产
等设备。在这些设备研制成功后，他们还成
立了富鑫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并建设起了粪
污处理中心和有机肥厂。富鑫生态肥业公司
负责人李家慧告诉记者，他们将粪污处理设
备免费发放给附近养殖场，养殖场使用设备
对粪污进行初步发酵除臭后，由他们进行转
运回收，运往公司的粪污处理中心，经过半个
月发酵和加工制成有机肥再对外出售，每吨
可卖 800元。

阅
读
提
示

2018年11月23日，农业农村部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7个省（市）人民政府签署《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合作协议》，7
个省（市）共同发布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联合宣言》，承诺提前一年完成国家“十三五”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目标，即到2019年底，7省
（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要达到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

根据合作协议，农业农村部加大对7个省（市）政策支持力度，以畜牧大县为重点，累计安排中央资金26亿元，支持67个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了7省（市）畜牧大县全覆盖。山东、江苏整省推进，充分发挥国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联盟作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模
式，推动构建种养结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