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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 舀

    随着我国集约化畜禽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养殖场及其周边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畜牧业进

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防止环境污染，保障人、畜健康.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旧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畜禽养殖场的选址要求、场区布局与清粪工艺、畜禽粪便贮存、污水处理、固体粪

肥的处理利用、饲料和饲养管理、病死畜禽尸体处理与处置、巧染物监测等污染防治的基木技术要求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制定。

    木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技术规范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共同负责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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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主题内容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畜禽养殖场的选址要求、场区布局与清粪工艺、畜禽粪便贮存、污水处理、固体粪

肥的处理利用、饲料和饲养管理、病死畜禽尸体处理与处置、污染物监测等污染防治的基木技术要求

2 技术原则

2.1 畜禽养殖场的建设应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原则，根据本场区土地(包括与其他法人签约承诺

消纳本场区产生粪便污水的土地)对畜禽粪便的消纳能力，确定新建畜禽养殖场的养殖规模

2.2 对于无相应消纳土地的养殖场，必须配套建立具有相应加工(处理)能力的粪便污水处理设施或处

理(置)机制。

2.3 畜禽养殖场的设置应符合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3 选址要求

3.飞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a)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

    b)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

    c)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

    d)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它区域。

3.2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选址应避开3.1规定的禁建区域，在禁建区域附近建设的，应设在

3. 1规定的禁建区域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500 m.

4 场区布局与油粪工艺

4.，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应实现生产区、生活管理区的隔离，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和禽畜尸体

焚烧炉应设在养殖场的生产区、生活管理区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42 养殖场的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水和污水收集输送系统分离，在场区内外设置的污水收集输送系统，

不得采取明沟布设。

4. 3 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应采取千法清粪工艺.采取有效措施将粪及时、单独清出，不可与

尿、污水棍合排出，并将产生的粪渣及时运至贮存或处理场所，实现日产日清。采用水冲粪、水泡粪湿法

清粪工艺的养殖场，要逐步改为干法清粪工艺。

5 畜禽粪便的贮存

5.1 畜禽养殖场产生的畜禽粪便应设置专门的贮存设施，其恶臭及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5.2 贮存设施的位置必须远离各类功能地表水体(距离不得小于400 m)，并应设在养殖场生产及生活

管理区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5.3 贮存设施应采取有效的防渗处理工艺，防止畜禽粪便污染地下水。

5.4 对于种养结合的养殖场，畜禽粪便贮存设施的总容积不得低于当地农林作物生产用肥的最大间隔

时间内本养殖场所产生粪便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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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贮存设施应采取设置顶盖等防止降雨(水)进人的措施

6 污水的处理

6.1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坚持种养结合的原则，经无害化处理后尽量充分还田，实现污水资

源化利用。

6.2 畜禽污水经治理后向环境中排放，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有地方排放标准

的应执行地方排放标准。

    污水作为灌溉用水排人农田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净化处理(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

物学的)，并须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1992)的要求。

6.2.飞在畜禽养殖场与还田利用的农田之间应建立有效的污水输送网络，通过车载或管道形式将处理
(置)后的污水输送至农田，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污水输送沿途的弃、撤和跑、冒、滴、漏。

6.2. 2 畜禽养殖场污水排人农田前必须进行预处理(采用格栅、厌氧、沉淀等工艺、流程)，并应配套设

置田间储存池，以解决农田在非施肥期间的污水出路问题，田间储存池的总容积不得低于当地农林作物

生产用肥的最大间隔时间内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水的总量

6.3 对没有充足土地消纳污水的畜禽养殖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用下列综合利用措施:

6. 3门 经过生物发酵后，可浓缩制成商品液体有机肥料。

63.2 进行沼气发酵，对沼渣、沼液应尽可能实现综合利用，同时要避免产生新的污染，沼渣及时清运

至粪便贮存场所;沼液尽可能进行还田利用，不能还田利用并需外排的要进行进一步净化处理，达到排

放标准

    沼气发酵产物应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1987),

6.3. 3 制取其它生物能源或进行其它类型的资源回收综合利用，要避免二次污染，并应符合《畜禽养殖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64 污水的净化处理应根据养殖种类、养殖规模、清粪方式和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选择合理、适用的

污水净化处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尽可能采用自然生物处理的方法，达到回用标准或排放标准。

65 污水的消毒处理提倡采用非抓化的消毒措施，要注意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物。

了 固体粪肥的处理利用

7门 土地利用

7.1.1 畜禽粪便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并且须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后，才能进行土地利用，禁止

未经处理的畜禽粪便直接施人农田。
7门.2 经过处理的粪肥作为土地的肥料或土壤调节剂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其用量不能超过作物当

年生长所需养分的需求量。

    在确定粪肥的最佳使用量时需要对土壤肥力和粪肥肥效进行测试评价，并应符合当地环境容量的

要求。

7.1.3 对高降雨区、坡地及沙质容易产生径流和渗透性较强的土壤，不适宜施用粪肥或粪肥使用量过

高易使粪肥流失引起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时，应禁止或暂停使用粪肥。

7.2 对没有充足土地消纳利用粪肥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应建立集中处理畜禽粪便的有机

肥厂或处理(置)机制。
了.21 固体粪肥的堆制可采用高温好氧发酵或其它适用技术和方法，以杀死其中的病原菌和蛔虫卵，

缩短堆制时间，实现无害化。
7.2.2 高温好氧堆制法分自然堆制发酵法和机械强化发酵法，可根据本场的具体情况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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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饲料和饲养管理

8.飞 畜禽养殖饲料应采用合理配方，如理想蛋白质体系配方等，提高蛋白质及其它营养的吸收效率，减

少氮的排放量和粪的产生量。

8.2 提倡使用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液等活性物质，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恶臭气体的产生

8.3 养殖场场区、畜禽舍、器械等消毒应采用环境友好的消毒剂和消毒措施(包括紫外、臭氧、双氧水等

方法)，防止产生氮代有机物及其它的二次污染物。

9 病死畜禽尸体的处理与处3

9.1 病死禽畜尸体要及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严禁出售或作为饲料再利用。

9.2 病死禽畜尸体处理应采用焚烧炉焚烧的方法，在养殖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集中设置焚烧设施，同

时焚烧产生的烟气应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防止烟尘、一氧化碳、恶臭等对周围大气环境的污染。

9.3 不具备焚烧条件的养殖场应设置两个以上安全填埋井，填埋井应为混凝土结构，深度大于2m，直

径1 m，井口加盖密封。进行填埋时，在每次投人畜禽尸体后，应覆盖一层厚度大于10 cm的熟石灰，井

填满后，须用粘土填埋压实并封口。

10 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染物的监测

10.1 畜禽养殖场应安装水表，对用水实行计量管理

10.2 畜禽养殖场每年应至少两次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污水处理设施和粪便处理设

施的运行情况，提交排放污水、废气、恶臭以及粪肥的无害化指标的监测报告。

10.3 对粪便污水处理设施的水质应定期进行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10.4 排污口应设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规定的排污口标志。

11 其它

养殖场防疫、化验等产生的危险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应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