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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郑Ǔ和Ǔ刘林章
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阿克苏市分局Ǔ新疆Ǔ阿克苏Ǔ843000

摘Ȟ要：本文分析了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现状及对策。文章首先概述了阿克苏市畜禽养殖业的发展概

况，包括养殖规模、分布及模式特点。详细剖析了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包括污染物种类、来源、污染程度及影响范

围。针对存在的问题，如养殖户环保意识淡薄、污染防治技术落后、资金投入不足及监管体系不完善等，以及畜禽养

殖场布局仍不够优化、污染治理工艺设施尚需完善、种养结合存在困难，文章提出一系列防治对策。这些措施旨在有

效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推动阿克苏市畜禽养殖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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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

日益凸显，成为制约阿克苏市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尿液、废水等

污染物若未得到妥善处理，将对土壤、水体和空气造成

严重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因此，加强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推动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已成为

阿克苏市当前和未来的重要任务。*

1��阿克苏市畜禽养殖业发展概况

1.1  养殖规模与分布
阿克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塔里木盆

地的西北边缘，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上游，阿克苏河冲

积扇阿克苏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全面贯彻

自治区及地区“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部

署要求，不断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畜禽转型升级及提质增效，畜牧业实现了平稳

健康发展。

2020年，阿克苏市生猪饲养量合计39.35万头，其中
生猪存栏14.23万头，生猪出栏25.12万头；家禽（含鸽
子）饲养量727.45万羽，其中家禽（含鸽子）存栏419.38
万羽，出栏308.07万羽；牛饲养量17.77万头，其中牛存
栏9.10万头，牛出栏8.67万头；羊饲养量132.92万头，其
中羊存栏49.68万只，羊出栏83.24万只，保障了市场的
供应。在养殖分布上，阿克苏市规模化养殖场及养殖小

区达到118家，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60%以上，主要分
布于依干其镇、拜什吐格曼乡、喀拉塔勒镇、阿依库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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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托普鲁克乡、库木巴什乡、红旗坡片区。

1.2  养殖模式与特点
阿克苏市牛、羊养殖主要为规模化养殖场及专业合

作社养殖，并有部分养殖户，清粪方式均采用铲车干清

粪方式，家禽及鸽子主要为规模化养殖场及专业合作社

养殖，清粪方式主要采用皮带机或刮粪板的方式；生猪

主要为规模化养殖场及专业合作社养殖，清粪模式主要

采用水冲粪或水泡粪的方式。固体粪便于堆粪场堆放发

酵，液体粪水进入污水贮存池自然发酵，后就地还田。畜

禽养殖户主要采用人工干清粪和水冲粪方式清理粪污，

粪污主要由污水贮存池和储粪池收集处理后就地还田。

2��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现状分析

2.1  污染物种类及来源
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不容忽视，2020年，

阿克苏市固体粪便产生量约109.08万吨，其中，生猪粪污
量10.39万吨，家禽及鸽子粪污量15.23万吨，肉牛粪污量
30.11万吨、奶牛粪污量6.21万吨、羊粪污量47.15万吨。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粪便、尿液、废

水、臭气和病死畜禽等。其中，粪便和尿液是最主要的

污染源，它们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养分以及病原微

生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这些污染物若未得到妥善处

理，不仅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还可能通过食物链

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含有

高浓度的有机物、氨氮、悬浮物等，若直接排放到外环

境，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病死畜

禽若处理不当，不仅会成为疾病传播的源头，还可能因

腐败产生恶臭和有毒气体，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

不良影响；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畜禽养殖场的数量不

断增加，但部分养殖场的环保意识不强，缺乏科学的污

染控制措施，导致污染物排放超标。同时，部分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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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认识不足，未能将其

转化为有机肥料等有价值的资源，反而加重环境污染[1]。

2.2  污染程度及影响范围
由于部分养殖场缺乏科学的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

排放量大，导致周边土壤和水体受到一定影响。土壤污

染主要表现为土壤肥力下降、重金属超标等问题，这不

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还可能通过食物链对人类

健康造成危害。水体污染方面，畜禽养殖废水随着雨水

冲刷进入水体，导致河流、湖泊等水体水质恶化。畜禽

养殖污染还可能引发空气污染，对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造成不良影响。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方面的投诉日渐

增多，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负面

影响。因此，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推动畜禽养

殖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3��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3.1  养殖户环保意识淡薄
在阿克苏市的畜禽养殖领域，一个显著存在的问题

是养殖户的环保意识相对淡薄。许多养殖户往往更关注

养殖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养殖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的

污染。这种淡薄的环保意识导致养殖户在日常操作中缺

乏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如随意排放畜禽粪便和废水，

不仅加剧了当地环境的负担，也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

3.2  污染治理工艺设施尚需完善
尽管近年来环保技术取得不少进展，但在畜禽养殖

行业中的应用仍显不足。许多养殖户仍在使用传统的、

低效的污染防治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处理效果有限，还

可能带来二次污染[2]。同时，一些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未

能及时在阿克苏市的畜禽养殖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从而

限制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粪污处理方面，仍存

在部分畜禽养殖户无粪污处理设施，或有设施但不具备

防渗和防雨淋功能，且未进行土地综合利用消纳。同时

在恶臭气体处理方面，部分养殖企业恶臭处理措施不完

善，造成气味扰民的问题时有发生。

3.3  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投入不足也是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面临

的一大挑战。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技术研

发、设施建设、日常运行及维护等方面。在实际操作

中，由于资金来源有限，许多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

得到及时有效的实施。这不仅影响了污染防治工作的进

展，也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持续存在。资金投入的不

足还限制了养殖户采用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的积极性，从

而加剧了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3.4  监管体系不完善

在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中，有效的监管

体系是确保污染防治措施得到切实执行的重要保障。然

而，由于监管力量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等原因，导致对

畜禽养殖污染的监管存在漏洞；一些违法排污行为未能

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从而助长环境污染问题的蔓延；

监管体系的不完善还影响污染防治工作的整体效率和效

果，使得污染防治工作难以取得预期成果。

3.5  种养结合存在困难
由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各自向着规模化和专业化发

展，种养主体分离，结合不够紧密；农业生产重化肥、

轻有机肥，导致耕地有机质含量降低，基础地力下降。

部分养殖企业与种植单位虽签订协议，但尚未形成有

效、成熟的市场化运营，且缺乏社会服务机构，最终无

法落实粪污还田。

3.6  畜禽养殖场布局仍不够优化
城市在发展，随着国土空间空间规划的实施，城市

开发边界发生变化，且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

田保护等实施体系更加完善，使得目前的《阿克苏市畜

禽禁养区划定方案》不尽完善。且目前禁养区内仍存在

养殖场户，限养区未整改完毕。

4��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对策分析

4.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养殖户环保意识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通过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博、微信等不同媒介，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舆论宣传，切实提高规模养殖场

（畜禽养殖户）和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对治理不力、

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主体进行曝光。积极鼓励村民自治

组织和畜禽养殖协会制定相关规程，规范畜禽养殖行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养殖户的责任意识，形成群防群治

畜禽养殖污染的良好氛围。

4.2  推广先进污染防治技术，提高处理效率
在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中，推广先进污

染防治技术，提高处理效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效控制畜禽养殖污染，必须依靠先进的污染防治技

术，提高污染物的处理效率。应加大对畜禽粪便等废弃

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通过科学处

理，将畜禽粪便转化为有机肥料或生物质能源，不仅可

以解决污染问题，还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3]。阿克苏

市应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技术研

发，推动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对于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等

方法，去除废水中的有机物等污染物，确保废水达到排

放标准；阿克苏市还应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的交



2025� 第6卷� 第3期·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138

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和管理

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不断提

高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水平和效率。

4.3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在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中，加大资金投

入并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是确保各项防治措施得到有效实

施的重要一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

支持，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

造、日常运行及维护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加大对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加大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

政策扶持，研究畜禽污染治理贷补贴政策，对有机肥产

品生产、经营、沼液收集处理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

用及无害化处置等活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优先制定和

实施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有机肥生产使用等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等优惠和扶

持措施。鼓励养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技

术研发和生产实践，创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新方法、

新途径。

4.4  完善监管体系，加强对养殖污染的监管
要突出重点，明确治理任务及进度，加强对重点地

区的监督指导和政策扶持。通过多部门联合监督、专项

监督和日常性监督等多种监管方式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日

常监督和执法管理，加快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加强对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项目的督查和调度，确保完

成减排目标任务。采取多种检查方式，重点加强对已完

成治理的规模畜禽养殖场以及畜禽粪便收集处理设施的

现场监督，对偷排、漏排、直排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

处。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生态创建、各类农业财政扶

持资格、各类生态环保评优等挂钩，不断加大综合整治

力度。

4.5  推进工程建设，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将生态循环模式引入规模养殖场，以就近就地还田

为主要途径，建立起畜牧业与种植业、林业对接的消纳

协同发展的模式，积极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循环经济

模式。依托养殖业及种植业龙头企业，或组建大型合作

社、联合社，充分发挥大型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采取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以市场化引导为主，以
乡镇为主要单元，建设种养结合示范基地，辐射周边5~7
公里，逐步建立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体系，不断提

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4.6  加强分区管控，严格落实禁限养区制度
认真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规定，以禁、限养区

作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对禁养区内现有养殖

场户逐步退出；对于需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户，优先支

持异地重建，可向城区南部乡镇以及城区北部的红旗坡

片区非禁、限养区搬迁；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

合理过渡期，避免以清理代替治理。限养区坚持“总量

控制，逐年递减”的原则，严控畜禽养殖单元和各类畜

禽养殖场、屠宰场、活畜禽交易市场等涉牧场所的数量

和规模，加强对养殖单元的指导和服务，污染防治配套

设施率达到100%。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阿克苏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任重而

道远。在快速发展的畜禽养殖业中，环境污染已成为制

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推广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和完善监管体系

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畜禽养殖污染，实现经济与环境

的双赢。未来，阿克苏市应继续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力度，不断创新防治技术和模式，推动畜禽养殖业的转

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为构建美丽阿克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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