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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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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牶从农户、工厂化饲养场及广东德隆有机生物肥料厂３个角度综合分析了广东省新兴县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情况及其利用效应，并提出进一步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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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农业及农村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里所研究的农业废弃物主要指农作物秸秆及

畜禽粪便。目前农作物秸秆大多采用燃烧等一次利用

的方式。秸秆在燃烧的过程中不仅污染空气而且降低

了肥效。畜禽粪便一般直接作肥料，但由于近年来劳

动力成本提高及粪便的恶臭，直接用作肥料的数量已

大大降低，加上养殖企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畜禽粪

便出现了大量季节性、区域性过剩。这些过剩的、未经

任何处理的畜禽粪便不仅给养殖企业带来了巨大的

负担，而且严重污染了周边的水、土壤等环境，使农村

生存环境的质量下降并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及品质，最

终影响人体健康。

农业废弃物中虽含有大量的污染物，但同时也是

一种宝贵的生物资源。据分析，鸡粪中约含有粗蛋白

２８％—３１．３％，可消化能７８８８—９２１６ｋＪ·ｋｇ－１，此
外还含有一定的钙、磷等营养物质。农作物秸秆中除

含有能源外，还含有氮、磷、钾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

这些营养物质将有效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改善生产

条件从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与此同时，农村

及农业的生态环境亦将得到有效改善。因而，农业废

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农业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促进农业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

一。

２ 目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可选择模式
分析

２．１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目前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式：①直接用作燃料牷②用作肥料：直接返田或堆沤
还田牷③用作饲料牷④生产沼气牷⑤加工转化：秸秆可
编制成工艺品，加工成草饼，也可以秸秆为原料生产

一次性可回收的餐具等牷⑥循环利用。
秸秆用作燃料属一次利用，只用了其中的能量，

所含的矿物盐类、脂肪及粗蛋白等物质均浪费掉了，

而且能量也只利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直接还田或堆

沤还田用作肥料也是一次利用，只利用了其中的有机

质和矿物质养分；用作饲料再作肥料为二次利用，利

用率比一次利用高；秸秆用作饲料后，将牲畜粪便加

入到沼气池中，经发酵产生沼气后，再作肥料，这种方

式为三次利用，可利用其能量的６０％。据研究，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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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成灰后还田的增产效益比直接沤肥还田小 １０倍，
比秸秆粉碎发酵喂猪低１００倍，比秸秆粉碎后培养食
用菌和菌渣喂猪的增值效益低１０００倍。因此，循环
利用应是秸秆的最佳利用模式。循环利用方式是一种

“多维农业”的生产方式，“多维农业”化是当前世界各

国在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生物资源提出的一种新

的无废、无污染的建设性生产方式。这与我国提倡的

生态农业相似，但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用技术低，生物

工艺落后及没有系统工程等方面的原因，尚不普及。

２．２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式：①直接返田；②加工利用：能源化、肥料化、饲料
化牷③循环利用。

粪便直接返田是家庭分散饲养解决畜禽粪便的

主要方式。由于家庭分散饲养带来的畜禽粪便量少且

分散，土壤的自然净化能力将充分消耗这些废弃物并

提高土壤肥力。但畜禽业的集约化饲养方式与种植业

的分散、承包生产方式难以协调，造成了以返田为主

处理畜禽粪尿的方式难以落实。生态农业认为畜禽业

的发展应与种植业、水产业相结合，适度控制养殖场

的规模，建立与当地种植业、水产养殖相匹配的中小

型畜禽养殖场工程。利用生态农业解决农业废弃物要

求农业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这必将在各产业之间形

成一种制约关系，制约相互之间的发展。因而生态农

业目前还不能根本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而且这种利用方式要求农村土地可以完全流

转，但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实现土地的有效转

让，因而此种方式尚不普遍。

畜禽粪便的能源化利用是在利用生物手段净化

畜禽粪便及其污水的过程中利用厌氧发酵技术将污

物处理为沼气和有机肥，既提供了大量能源和有机

肥，又解决了废弃物的处置问题。这种方法是目前世

界上处理量最大、费用低廉、适应性较强且较经济的

方法，因而应用较广泛。近年来，畜禽粪便作为饲养营

养成分的研究进展较大。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利用鸡粪

加工饲料，猪粪也被用来喂牛、喂鱼、喂羊等。我国不

少地方也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畜禽粪便的饲料化和肥

料化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已取得较大进

展，但所生产产品未得到广泛利用。

３ 新兴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实证分
析

３．１利用现状

近年来，新兴县畜禽养殖业发展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发展突飞猛进。二是畜禽养殖业向集约化、规模

化方面发展的趋势明显。据统计，１９９９年，全县由年
出栏百头以上育肥猪的养殖场提供的商品猪所占市

场份额已达到２０．３２％；饲养量１．５万只以上的养殖
场提供的肉鸡所占市场份额为７．２８％。畜禽的大量
饲养，必将造成粪便的大量排放。１９９９年，畜禽年排
泄物约有４５万ｔ，另外，年农作物秸秆约有７０多万
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废弃物。但新兴县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这些农业内生资源的

资源化利用。１９９９年，秸秆直接回田５０多万ｔ，占秸
秆总量的７１．４３％，其余则作燃料、养殖畜禽垫料、牲
畜饲料和沼气发酵原料，总利用率达９４％。对于畜禽
粪便，本县德隆有机生物肥料厂收购鸡粪３万ｔ，占总
排泄量的６．６７％；农作物肥料、鱼塘养鱼用去７万ｔ，
占１５．５６％；外地收购用于果蔬肥料、养鱼、加工生产
复合肥３３万ｔ，占７３．３３％，总利用率达９６％。农业废
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有效改善了新兴县的农业生态环

境，促进了本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２利用模式分析
３．２．１农户对农业废弃物的处置

新兴县畜禽业的发展主要是采取 “公司＋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

技术并保价回收，以此带动农户发展畜禽业。目前全

县饲养肉鸡专业户 ８０００多户，饲养瘦肉型猪专业
户２３００多户，其中肉鸡专业户平均每户饲养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只鸡，瘦肉型猪专业户每户饲养１００—３００头，
数量比早期家庭饲养大大增加，畜禽带来的排泄物也

大大增加。大多数农户除养鸡喂猪外还种植其他农作

物，部分鸡粪或猪粪被用来做积肥。但由于新兴县人

多地少，每户承包的耕地仅４２４ｍ２左右，农户自己所
消耗的畜禽粪便非常有限，大部分粪便出售给收购粪

便的小贩或直接出售给本县的德隆有机生物肥料

厂。养猪农户的粪水一般直接排入鱼塘养鱼。

对于农作物秸秆，大多数农户嫌其返田麻烦，除

部分用作鸡舍或猪舍垫料，其余都被烧掉，而食用菌

在本县难销，故亦较少用来培植食用菌。由此可见，农

户对畜禽粪便的处置较为妥善，较少带来环境问题。

但对秸秆的利用效率低下，没有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３．２．２工厂化饲养场对废弃物的处置
龙头企业的种鸡（猪）场和鸡（猪）苗场都采用工

厂化集中饲养。种鸡场和鸡苗场大多数建在水面上，

而种猪场和猪苗场在选址时也尽可能接近大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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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果园菜场相毗邻，以解决其废弃物问题。

种鸡厂和鸡苗场建在水面上，鸡粪全部用来养

鱼。一般６．６７ｈｍ２水面上养５０００只鸡，同时饲养２
万—３万条鱼，鸡粪可代替全部饲料。但从长期来看，
鱼塘里鸡粪的浓度将会越来越高，目前的解决办法是

浓度较高时加水稀释，但富营养化问题依然严重。而

且，每年排水捕鱼时，鱼塘水全部直接排入江河，对附

近水源造成一定污染。

种猪场和猪苗场的干粪一般出售给周边县村的

农户，粪水则先经过过滤，经过三级自然沉淀后，沉淀

物出售。经过沉淀的粪水再进入发酵池，发酵后的粪

水进入藻类池塘，最后排入鱼塘养鱼。发酵过程中产

生的沼气和藻类池塘中的藻类目前尚未得到进一步

的利用，利用效率较低，而且粪水养鱼富营养化问题

依然存在。工厂化饲养较少与种植业相结合。

３．２．３广东德隆有机生物肥料厂对农业废弃物的处
置

广东德隆有机生物肥料厂主要是收购鸡粪，经过

微生物处理除臭后加工成有机肥。目前该厂的新鲜鸡

粪处理时间为７ｄ，日处理能力达到了５０ｔ，年肥料生
产能力为２万ｔ。主要品种有活性有机肥、有机生物肥
和有机复合肥。有机肥的施用与新鲜鸡粪比较能有效

地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而且从长期来看，有机肥的

施用有助于改进作物品质，增加作物产量及改善土壤

性状，有增强地力的效果。但由于有机肥的短期效果

不如无机肥显著，因而其产品的销售受到很大限制。

本地区的农户很少购买这种有机肥，大部分销往广东

省内的汕头、梅州、珠三角、深圳等地区的果农和菜

农。

３．３模式效应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新兴县对农业废弃物的

利用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①直接利用；
②出售；
③养鱼；
④加工成肥料。
农业废弃物直接返田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废弃物

的处置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了耕地的肥力，利于提高

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这

一模式主要是利用环境的自净能力来解决废弃物问

题，但消耗量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农业废弃物。新兴

县 “畜禽粪便市场”的出现解决了本县大部分过剩的

废弃物问题。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废弃物的处置问

题，而且给农户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出售的粪便部分

被直接返田，部分被加工成有机肥，这不仅减少了新

鲜粪便中的部分污染物，而且通过加工使其商品化、

资源化，生态、经济效益显著。利用粪便或粪水养鱼亦

解决了部分废弃物的处置问题，同时减少了养鱼成

本。但由于粪便通常没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鱼塘，

对鱼塘的污染较大，而且对鱼的质量影响较大，并且

限制了饲养鱼的种类。这种利用模式虽然带来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但生态效益不显著，而且可能带来新的

污染问题。

总体来看，新兴县的农业废弃物利用率较高，大

部分废弃物都得到了处置和利用。但主要是一次利用

（秸秆一次性焚烧返田、畜禽粪便大部分被直接用作

肥料或养鱼），利用效率低，废弃物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而且存在安全利用问题。由于饲料添加剂的普遍

使用，近年来畜禽粪便中的Ｃｕ、Ｚｎ等重金属含量增
高，而且粪便中可能带有大量的病菌和病虫卵，直接

返田或排入鱼塘可能污染土壤和水体，最终可能通过

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因此，目前最好的利用方式是

发展生态农业与加工利用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可实

现废弃物的综合与循环利用；加工利用一方面可使废

弃物增值，另一方面提高其利用效率，还可减少直接

利用对环境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加工利用的长期

环境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新兴县较少采用生态农

业模式来利用废弃物，这主要是因为每户的承包田相

当少，而土地在该县尚未得到有效流转，小规模的种

植业难以消耗较大规模养殖业所带来的大量的废弃

物。

４ 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４．１制订配套的政策和法规，促进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

长期以来，我国缺乏专门的法规制约农业废弃物

的处置，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其处置进行管理。通

过立法可规定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地位，鼓励或

强制对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并

对资源化利用提供支持。

４．２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和循环利
用

可依托规模畜禽养殖场，建立互利、互补型生态

农业经济联合体，开展废弃物的综合、循环利用，这对

无公害农业生产基地的建立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