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10]151 号 2010-12-30 实施)

一、总则

（一）为防治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相

关法律，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畜禽养殖业防治环境

污染，可作为编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最佳可

行技术指南、工程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等的依据，指导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技术的开发、推广和应用。

（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遵循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农

业与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总体发展战略，促进畜禽养殖业向集约化、规模

化发展，重视畜禽养殖的温室气体减排，逐步提高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

术水平，因地制宜地开展综合整治。

（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经济性和

实用性相结合，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相结合，有效利用和全面处理相结

合”的技术方针，实行“源头削减、清洁生产、资源化综合利用，防止

二次污染”的技术路线。



（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遵循以下技术原则：

1.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贯彻执行当地人民政府颁布的畜禽养殖区

划，严格遵守“禁养区”和“限养区”的规定，已有的畜禽养殖场（小

区）应限期搬迁；结合当地城乡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畜牧业发展

规划，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优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及

其污染防治设施的布局，避开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

2.发展清洁养殖，重视圈舍结构、粪污清理、饲料配比等环节的环

境保护要求；注重在养殖过程中降低资源耗损和污染负荷，实现源头减

排；提高末端治理效率，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和“近零排放”。

3.鼓励畜禽养殖规模化和粪污利用大型化和专业化，发展适合不同

养殖规模和养殖形式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模式和资源化综合利

用模式，污染防治措施应优先考虑资源化综合利用。

4.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农业，充分考虑农田土壤消纳能力和区域

环境容量要求，确保畜禽养殖废弃物有效还田利用，防止二次污染。

5.严格环境监管，强化畜禽养殖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三同

时”、环保验收、日常执法监督和例行监测等环境管理环节，完善设施

建设与运行管理体系；强化农田土壤的环境安全，防止以“农田利用”

为名变相排放污染物。

二、清洁养殖与废弃物收集

（一）畜禽养殖应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切实控制饲料组分中重

金属、抗生素、生长激素等物质的添加量，保障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综合利用的环境安全。

（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放的粪污应实行固液分离，粪便应与废

水分开处理和处置；应逐步推行干清粪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的产



生和排放，降低废水的污染负荷。

（三）畜禽养殖宜推广可吸附粪污、利于干式清理和综合利用的畜

禽养殖废弃物收集技术，因地制宜地利用农业废弃物（如麦壳、稻壳、

谷糠、秸秆、锯末、灰土等）作为圈、舍垫料，或采用符合动物防疫要

求的生物发酵床垫料。

（四）不适合敷设垫料的畜禽养殖圈、舍，宜采用漏缝地板和粪、

尿分离排放的圈舍结构，以利于畜禽粪污的固液分离与干式清除。尚无

法实现干清粪的畜禽养殖圈、舍，宜采用旋转筛网对粪污进行预处理。

（五）畜禽粪便、垫料等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定期清运，外运畜禽养

殖废弃物的贮存、运输器具应采取可靠的密闭、防泄漏等卫生、环保措

施；临时储存畜禽养殖废弃物，应设置专用堆场，周边应设置围挡，具

有可靠的防渗、防漏、防冲刷、防流失等功能。

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一）应根据养殖种类、养殖规模、粪污收集方式、当地的自然地

理环境条件以及废水排放去向等因素，确定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与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并择优选用低成本的处理处置技术。

（二）鼓励发展专业化集中式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模式，实

现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社会化集中处理与规模化利用。鼓励畜禽养殖废弃

物的能源化利用和肥料化利用。

（三）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集中式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工

厂宜采用“厌氧发酵—（发酵后固体物）好氧堆肥工艺”和“高温好氧

堆肥工艺”回收沼气能源或生产高肥效、高附加值复合有机肥。

（四）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应进行收集，并根据利用途径进行脱水、

脱硫、脱碳等净化处理。沼气宜作为燃料直接利用，达到一定规模的可



发展瓶装燃气，有条件的应采取发电方式间接利用，并优先满足养殖场

内及场区周边区域的用电需要，沼气产生量达到足够规模的，应优先采

取热电联供方式进行沼气发电并并入电网。

（五）厌氧发酵产生的底物宜采取压榨、过滤等方式进行固液分离，

沼渣和沼液应进一步加工成复合有机肥进行利用。或按照种养结合要求，

充分利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周边的农田、山林、草场和果园，

就地消纳沼液、沼渣。

（六）中小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宜采用相对集中的方式处

理畜禽养殖废弃物。宜采用“高温好氧堆肥工艺”或“生物发酵工艺”

生产有机肥，或采用“厌氧发酵工艺”生产沼气，并做到产用平衡。

（七）畜禽尸体应按照有关卫生防疫规定单独进行妥善处置。染疫

畜禽及其排泄物、染疫畜禽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尸体等污染

物，应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畜禽养殖废水处理

（一）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建立完备的排水设施并保持畅

通，其废水收集输送系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污分流

制。

（二）布局集中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和畜禽散养密集区宜

采取废水集中处理模式，布局分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宜单独

进行就地处理。鼓励废水回用于场区园林绿化和周边农田灌溉。

（三）应根据畜禽养殖场的清粪方式、废水水质、排放去向、外排

水应达到的环境要求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畜禽养殖废水处理工艺；处理

后的水质应符合相应的环境标准，回用于农田灌溉的水质应达到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



（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产生的废水应进行固液分离预处

理，采用脱氮除磷效率高的“厌氧+兼氧”生物处理工艺进行达标处理，

并应进行杀菌消毒处理。

五、畜禽养殖空气污染防治

（一）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加强恶臭气体净化处理并覆盖

所有恶臭发生源，排放的气体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专业化集中式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工厂产生的恶臭气

体，宜采用生物吸附和生物过滤等除臭技术进行集中处理。

（三）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与利用过

程的关键环节，采取场所密闭、喷洒除臭剂等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扩散，

降低恶臭气体对场区空气质量和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四）中小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宜通过科学选址、合理布

局、加强圈舍通风、建设绿化隔离带、及时清理畜禽养殖废弃物等手段，

减少恶臭气体的污染。

六、畜禽养殖二次污染防治

（一）应高度重视畜禽养殖废弃物还田利用过程中潜在的二次污染

防治，满足当地面源污染控制的环境保护要求。

（二）通过测试农田土壤肥效，根据农田土壤、作物生长所需的养

分量和环境容量，科学确定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还田利用量，有效利用沼

液、沼渣和有机肥，合理施肥，预防面源污染。

（三）加强畜禽养殖废水中含有的重金属、抗生素和生长激素等环

境污染物的处理，严格达标排放。



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宜采用有效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畜禽养殖废弃物作为有机肥进行农田利用时，其重金属含量

应符合相关标准；养殖场垫料应妥善处置。

七、鼓励开发应用的新技术

（一）国家鼓励开发、应用以下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

化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

1.高品质、高肥效复合有机肥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2.畜禽养殖废弃物的预处理新技术。

3.快速厌氧发酵工艺和高效生物菌种。

4.沼气净化、提纯和压缩等燃料化利用技术与设备。

（二）国家鼓励开发、应用以下畜禽养殖废水处理技术与装备：

1.高效、低成本的畜禽养殖废水脱氮除磷处理技术。

2.畜禽养殖废水回用处理技术与成套装备。

（三）国家鼓励开发、应用以下清洁养殖技术与装备：

1.适合干式清粪操作的废弃物清理机械和新型圈舍。

2.符合生物安全的畜禽养殖技术及微生物菌剂。

八、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监督管理

（一）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设置规范化排污口，并建设污

染治理设施，有关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营应符合相关工程技术



规范的规定。

（二）国家鼓励实行社会化环境污染治理的专业化运营服务。畜禽

养殖经营者可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委托给具有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置。

（三）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建立健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配备专职运行管理人员和检测手段；对操作人员应加强专

业技术培训，实行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