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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江位于福建省的西南部 , 是我省第 2 大河流。虽然经

过多年治理 , 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 但部分断面氨氮、总磷和

BOD 等仍超标 , 其来源主要是养殖业[1]。因此 , 客观了解流域养

殖业治理效果及养殖户环境意识状况 , 对针对性地推进流域

整治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此 , 我们对流域生猪养殖场的环境

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 并提出对策建议。

1 调查的方式方法

1.1 调查地点及对象

在九龙江 流 域 中 上 游 9 个 行 政 区 内 随 机 选 择 92 家 养 猪

场进行入户调查。按存栏规模分为大、中、小和散养 4 个组进

行聚类分析 , 其中存栏数大于 1001 头的大型养殖户 21 家 , 占

22.8%; 存栏数 501～1000 头的中型养殖户 11 家 , 占 12.0%; 存

栏数 201～500 头的小型养殖户 25 家 , 占 27.2%; 存栏数 200 头

以下的散养养殖户 35 家 , 占 38.0%。

1.2 调查方法

入户问卷调查。

1.3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家畜粪便处理方式、养殖户环境意识及对相关

法规规定的了解、对环保措施及相关技术的需求、对养殖业发

展的预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养猪场的粪便处理方式

粪 便 综 合 利 用 水 平 低 是 造 成 养 殖 业 环 境 污 染 的 重 要 原

因。养殖场粪便处理包括粪便的收集和处理 2 个环节。

( 1) 收集。收集方式主要有 : ①人工清粪( 靠人力将粪尿分

离) 占 74.2%。这种清粪方法粪便含水率较低 ( 50%～70%) , 可

以节约用水 , 减少废水和污染物排放。这其中 , 将干湿分离后

的猪粪出售的占 43.1%( 包括既卖粪又还田) , 还田的占 37.7%

( 包括既还田又卖粪) 。②水冲粪 ( 用强烈的水流直接冲走粪

便) 占 25.8%。这种方式处理的粪便含水率高达 80%- 85%, 不

仅加大了粪便的净化处理难度和成本 , 还浪费了水资源。

( 2) 处理。84 家( 占 91.3%) 已建沼气池 , 3 家 ( 占 3.3%) 建

有化粪池 , 未建沼气池将冲洗水直接排放的 5 家( 占 5.4%) 。在

建设沼气池的 84 家中 , 采用猪- 沼- 果 ( 蔬、渔 ) 生态养殖模式

的 44 家( 占 52.4%) 。在未建沼气池的 5 户中 , 4 户是存栏 200

头以下的散养户。调查表明 : 生猪养殖业污染整治取得了比较

明显的成效 , 85.9%的养殖户满意现在的生产环境。粪便干湿

分离、沼气能源利用和生态养殖等技术的应用已较普遍 , 但污

染较严重的水冲粪方式仍然存在 , 还有部分散养户随意排放

废水 , 造成严重污染。

2.2 养殖户对粪便处理知识的认知程度

了解养殖户对粪便处理知识的认知程度 , 摸清其对自己处

理养殖废弃物能力的评价及对养殖模式的选择 , 是评估养殖

业治理能力 , 引导养殖户选择科学治理模式的基础性工作 , 将

影响到流域养殖业污染治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 1) 粪便处理能力的评价。有 80 家养殖户表示有能力处

理粪尿 , 占总数的 87%; 9.8%的养殖户表示无能力处理 , 3.2%

认为无所谓。

( 2) 粪便处理方式的选择。在选择最佳的养殖模式时 , 78

家养殖户选择猪- 沼- 果生态养殖模式 , 占 84.9%; 8 家选择猪-

沼- 生化塘模式 , 占 8.6%。

调查显示 , 养殖户对养殖污染治理方式的认识比较统一 ,

大多数养殖户愿意采用既能产生经济效益 , 又有利于治理污

染的生态处理模式。

2.3 养殖户的环境意识

养殖户对养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的认识程度反映了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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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意识的水平。统计结果显示 , 养殖户已经意识到养殖生产带

来一定的环境风险 , 认为对村庄、水和大气环境存在影响的分

别占 30.1%、30.1%和 50.6%。

从调查结果看 , 养殖户认为养猪的恶臭对大气环境污染

比较突出。这与恶臭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 畜禽粪便分解产生的

恶臭物质和有害气体大多具有刺激性和毒性 , 可直接对人和

家畜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在各国发生的各种畜产公害

事件中 , 恶臭均占重要地位 ; 在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占首要地

位 , 如 1987 年日本发生的畜产公害事件 , 恶臭危害占 71.8%。

恶臭公害尤以猪场为主 [2]。这说明 , 养殖户对恶臭污染有一个

较为明确的认识。

但养殖户对养殖生产对村民和水环境影响的认识与实际

情况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调查现场情况看 , 这些养殖场建在

河边 , 直接将养殖污水排入河流 , 对周边居民和水环境的影响

比较严重。但由于养殖场饮用水和冲洗水可引用山泉水或地

下水而不取用河水 , 河流水质变化对养殖生产没有直接影响 ,

因此养殖户多认为畜禽养殖对水环境无影响或影响有限。至

于养殖户认为生产对周边居民影响不大的原因主要是 : 除小

部分养猪场在山上外 , 大部分养猪场周边的村民也养猪 , 所以

养殖户认为大家都一样 , 互不影响。

由此可见 , 养殖户对养殖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一定认

识 , 但认识程度不够 , 而且也不 够全面 , 环境意 识 还 有 待 进 一

步提高。

2.4 养殖户对养殖业环境管理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

2001 年 12 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 规定了集约化畜 禽养 殖 场 废 水 、废

渣、恶臭气体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此外 , 九龙江流域各市根

据《福建省 九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办 法 》要 求 , 分

别划定辖区畜禽养殖业禁建区。通过调查养殖户对《标准》和

禁建区情况的了解 , 可以反映出养殖户对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的了解程度。

从统计结果分析 , 对《标 准 》和 禁 建 区 有 关 情 况 完 全 了 解

的养殖户很少 , 分别仅为调查总数的 5.4%和 8.7%。对《标准》

不了解的和持无所谓态度的占 59.7%, 对禁建区不了解的和持

无所谓态度的占 44.5%。

从表 1 可看出, 养殖场规模越大, 养殖户对环保法律法规了

解程度越高; 散养户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的比例最高, 占小型

养殖户的 64%以上。这与养殖者的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以及对生

产环境的注重程度有很大关系。由于散养户在流域内占有较大比

例, 所以应将其作为今后环保政策宣传的重点。

2.5 养殖户在环保措施和技术方面的需求

了解养殖户对环保措施和技术方面的需求 , 针对性地提

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 对引导养殖户自觉治污 , 推动全流域养殖

污染治理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当问到“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 你愿意采取哪些环保措

施? ”时 , 66.7%的养殖户表示愿意修建或扩建沼气池 , 32.3%选

择迁移上山 , 22.6%选择干湿分离 , 还有的提出将粪便制成有

机肥出售。

在治理需求方面 , 92 家养殖户中有 83 户 ( 占 82.8%) 希望

提供技术支持 , 这 83 户中有 73.5%的养殖户希望通过技术下

乡、信息交流、知识讲座等方式获得技术支持。

2.6 养猪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 , 九龙江流域生猪养殖呈规模养殖与分散养殖并存

的局面。不同的养殖规模 , 采用的治理和管理方法也不同。那

么在未来的几年里 , 养殖规模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

可以从“养殖户认为的最适宜养殖规模? ”这一问题得以体现。

从统计结果显示 , 5 种养殖规模选择的户数比例相当 , 按照规

模从 小 到 大 即 0～200, 201～500, 501～1000, 1001～5000 和 5000

头以上 , 比例分别为 20.7%、18.5%、13.0%、22.8%和 17.4%。调

查结果表明 , 养猪业将持续稳定发展 , 而且将继续保持散养和

规模并存的局面。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畜禽场规划

小规模分散饲养不仅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 而且因其点

多面广给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因此要合理规划布局 , 引导养殖

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 从源头减少和控制污染的排放。同

时 , 也要根据单位面积粪便负荷量、粪便污水处理水平及利用

程度 , 确定适宜的养殖规模。要结合当地城镇建设发展目标 ,

综合考虑水源位置、耕地粪便负荷量和消纳能力等因素 , 研究

制定当地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 , 引导养殖业科学合理规范发

展。

3.2 加强环境监管

对新建集约化养殖场 , 要 严 格 执 行 环 评 和 环 保 “三 同 时 ”

制度 , 从源头控制污染产生。对已建成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和

集约化畜禽养殖区 , 要按照《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 , 实现达标

排放。集约化畜禽养殖场还应如实进行排污申报登记 , 并申领

排污许可证。要依法向存栏生猪在 500 头以上的养殖户征收

排污费 , 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养殖户自觉治污。同时 , 严

格执行禁建区的有关规定 , 禁止在禁建区内新、扩建养殖场。

3.3 加强生态养殖模式的引导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养殖户希望采用有利于环境的养殖方

式和减少污染的技术措施 , 但还有部分治理意识比较淡薄 , 甚

至有的认为只有政府补助了才去治理。因此 , 政府应

在制定政策、宏观指导、技术支持等 方面 充 分 发 挥 养

殖户的治污积极性 , 做好示范工程建设 , 总 结 成 功 的

治理经验和模式 , 因地制宜 , 推荐合适的治理技术。同

时 , 开展相关知识培训 , 提高养殖户管 理 和 设 施 运 行

维护水平 , 确保治理设施达到应有的处理效果。

养殖场规模

散养

小型

中型

大型

完全了解

3
8

18
14

了解一些

30
52
45
62

不知道

64
32
36
19

无所谓

3
8

5

完全了解

4

19

了解一些

24
40
54
38

不知道

68
56
46
33

无所谓

8

10

对“禁建区”了解程度/% 对《标准》了解程度/%

表 1 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对“禁建区”和《标准》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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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相关政策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养殖户已逐步认识养殖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 但整体来

看还有一定差距 , 且大部分养殖户对环保相关政策不够了解 ,

这不利于管理部门工作的开展。因此 , 要采用各种宣传教育方

式提高养殖户的环境意识 , 以有关环保法律、法规为主要内

容 , 辅以养殖废弃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危害的

内容 , 增强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感 , 使养殖户能主动参与环

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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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建议

( 1) 优化产业结构 , 特别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

济增长模式 , 要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 培育发展优势支柱

产业 , 构建现代资源型工业、重化工业和现代制 造 业 体 系 ; 要

广泛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要进一步

优化工业布局 , 以减少工业污染。

( 2) 积极发展循环 经 济 , 提 高 资 源 的 利 用 率 。 在 制 糖 、冶

金、有色、建材、化工、电力等重点行业以及产业园区和中心城

市 , 开展循环经济 , 健全法律法规 , 探索发展 循 环 经 济 的 有 效

模式 , 努力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目标。

( 3) 积极发展绿色工业 , 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淘汰

污染严重、高耗材和高耗能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 加大对高技

术、低污染、规模大的项目和生态型工业的扶 持 力 度 , 促 进 工

业污染防治由末端治理向预防为主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

( 4) 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 加大环保监督执法力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 , 对污染防治要实施标 本兼治 , 综合 治 理 , 充 分 利

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 , 强化对排污企业的监管 , 严肃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 , 促进企业建立自觉保护环境的自我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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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西统计各年统计年鉴

( 2) 积极拓宽教育 途 径 、创 新 教 学 方 法 。有 效 的 教 育 途 径

与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的环保观 念与实 践 活 动 实 现 一 致 。就

中学生环境教育的途径而言 , 学校是其重要阵地。这里可以培

养和提高他们掌握有关环境的基本知识和解决一些简单环境

问题的技能。其次是社区环境教育 , 所谓社区是指一定地域的

居民和社会生活共同体 , 它包含了居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

活所需要的内容和要求。近年来 ,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 , 社区环境教育与学校环境教育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讲 , 社区环境教育是学校环

境教育的延伸和扩展 ; 而参与社区环境美化既是学校师生应

尽的义务 , 也为学校环境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另外 , 学校环境教育的实施必须凭借有效的教学策略 , 并

根据对环境教育实施过程的评价随时调整教学策略。因此 , 教

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内容以及学习者和教师的现实情况 , 灵活

选择多种教学方法 , 例如社区服务、户外教学、模拟游戏、实地

考察等。同时 , 培养学习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是环境教育

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环境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人们意识到

日 常 生 活 方 式 和 传 统 生 产 方 式 与 环 境 现 象 或 环 境 问 题 的 联

系 , 即要使学习者意识到 , 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我

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如焚烧导致空气污染 , 填埋导致土壤污

染 , 往江河湖海倾倒导致水体或水源污染等。

( 3) 开发有利于环境教育的课程教材。中学生环境教育的

教材应突出两个特点。①教材应紧扣时代发展 , 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为主旨。构建各学科既各自独立又彼此

相衔接的教材系统。使学生能更加完整地、全面地、立体式、全

方位地沟通、理解、掌握所学的知识 , 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 从

而获得更大的知识储备。②具有可操作性。教材 的 编 写 , 不 应

只偏重于环境知识的介绍和环境保护重要意义的讲解 , 而应

尽量从微观、具体的层面入手 , 注重环保习惯的形成及其技能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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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P73)

11 个项目被列入安徽省“建筑节能试点示范工程”项目, 除

一个是公共建筑( 即大剧院) 外 , 其他 10 个项目皆为住宅工程。

安徽省建设厅分别从墙体、屋面、门窗、采暖空调、照明等方面进

行了节能认定, 待这些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不少于一

个采暖( 制冷) 期 , 且其节能性能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

验合格后 , 再经过由省建设厅会同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的建筑节能的验收, 然后对其颁发“安徽省建筑节能试点

示范工程”的证书和标志。

安徽实施建筑节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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