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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沼气为抓手探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以贵州毕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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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以贵州省毕节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全市农村能源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索建立以沼气为主

延长农业产业链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依托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农业高效示范园区，结合大力发展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合理调整全市农业产业结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沼气；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S2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3-0102-03

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农产品的低产出、

低效益以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制约

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水资源

过度开发利用、农业生产要素污染严重、传统生态农业体

系被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脏乱差、农副产品等资源利用率

低等问题［1］。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水资源过

度开发，农业生产中缺乏执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

管理方面的监管，农用化肥施用不合理，氮、磷、钾总量和

比例不均衡、高毒高残留农药农药的大量使用、农用地膜

缺乏有效的回收机制等，进一步加大土壤环境承载力，给

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了隐患，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结合毕节市实际区域情况，探索构建全市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模式，坚持“发展”与“生态”2条底线，对加快推进全

市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三品一标”认证、实现山区现代

农业转型升级，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循环农业经济产

业链明显加长，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明显加强具有重要

意义。

1 生态循环农业内涵及意义

1.1 生态循环农业内涵 有相关专家已定义，生态循环

农业，又名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

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在良好的生态条件下

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的原则所从事的“三高农业（高

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它不单纯地着眼于当年的产量，

当年的经济效益，而是追求3个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使整个农业生产步入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1.2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意义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

化肥、高毒高残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农用膜等农用物资

和农药包装物的不科学使用和处置，存在一定的农业环

境风险。特别是施肥的不合理，氮、磷、钾比例失调，氮素

施用过多，造成土壤中硝酸盐含量过高，影响作物的品

质；化肥、农药大量流入河流、湖泊，由于地表径流和地下

径流的作用会对农村地表水、地下水带来明显的危害，直

接或间接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进而影响农产品品质。有的

河流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不能满足养殖、灌溉的要求，其

中一个重要影响因子是有机污染超标率较高。加之废水

处理设施在农村大型养殖场普遍缺乏，大量畜禽养殖场

粪便、污水没有合理的消纳场所，造成畜禽场周边地下水

中的硝酸盐、氨氮超标和环境污染，使近年畜禽粪便污染

呈加剧趋势。因此，大力提倡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合理

使用各类农业生产要素为重点，以先进技术和设施装备

为手段，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农业发展规划，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延长循环农业经济产业链，围绕资源保护与集

约节约、投入减量与清洁生产、污染治理与废物利用，积

极探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

体制机制，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新格局迫在眉睫。

2 毕节市农村沼气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

2.1 农村沼气发展现状 自 2001年实施农村沼气工程

以来，毕节市沼气建设得到中央、省、市在政策、项目、资

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农村沼气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

目前已建设户用沼气池34.4万户，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有大型养殖场83个，建设大型沼

气工程 12处，占现有大型养殖场比例仅为 14.46%；现有

中小型养殖场 1 608个，已建小型沼气工程 181处，占现

有中小型养殖场比例仅为11.26%。全市农村户用沼气池

正常使用率为 60.93%，小型沼气工程正常使用率仅占

42.62%，正常运行沼气后续服务网点仅占 34.83%，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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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占26.93%，停用占38.24%。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不

断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的客观要求，目前农村沼气

需求和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15年，国家农

业部取消对户用沼气池和小型常温沼气池的建设投资项

目，就全市而言，农村污水处理、集中供气项目共获省级

补助资金466万元。足额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农村能源工

作转型升级的步伐。

2.2 发展方向 今后毕节市以大型沼气工程为重点，积

极推广以“猪—沼—粮（菜—果—茶—渔）”等为主要内容

的循环农业生态模式，实现村庄、庭院废弃物再利用的良

性循环。通过大力实施规模化沼气提升工程、沼气集中

供气工程及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工程等项目，将

以沼气建设为主的农村能源建设主动融入到生态农业循

环经济发展之中，以沼气为抓手转到围绕发展生态农业

上来，实现由传统单一的户用沼气到集中供气、“三沼”综

合利用等多能互补、由能源效益到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由

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的转变，努力提升农业服务质量和

水平。

3 探讨以沼气为抓手生态农业循环发展模式

3.1 推进以“畜—沼—种植”为特色的农村生态经济模

式 以沼气为抓手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

种“资源—农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模式。

随着全市沼气技术的不断提高，由于特定的地域条件，探

索以沼气为纽带，以“畜—沼—种植”为特色的农村生态

经济模式：规范养殖场及沼气池建造、管理技术，果树（蔬

菜、鱼池等）种植和管理，综合利用山地、农田、水面、庭院

等资源，采用“沼气池、猪舍、厕所”三结合工程，围绕主导

产业，因地制宜开展“三沼（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

从而达到对各种农业资源要素的科学高效利用、提高农

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该模式在全市呈现一

些亮点，如：部分县（区）通过建设“猪－沼－菜”标准化蔬

菜示范面积 20hm2，开展沼渣、沼液用作基肥、追肥、叶面

肥以及对土壤改良；在大型规模化养殖场通过新建600m3

中温发酵沼气池投入使用后，沼气发电解决了养殖场的

加工、照明，同时利用沼液喷施茶叶 8hm2，喷樱桃、桃子

6.67hm2，沼肥种植桂花、牧草 10hm2。蔬菜、果园等种植

养殖面积、养殖规模与沼气池容积的组合必须合理，这是

推广此模式的重中之中。该模式完成了在系统内部，以

沼气发酵为载体，实现由能量效益向生态环境和经济效

益的转变，达到物质的良性循环，使农、林、牧等各行业实

现有机结合，按“整体、协调、循环、可再生”的原则，全面

规划，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

力。该模式的推广在农业生产应用中可获得显著效益，

主要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县（区）积

极探索，通过整合涉农资金、扶持循环经济企业和组织、

奖励发展循环经济的群众，发展一批拥有较长产业链的

加工企业，发展“畜—沼—菜”、“畜—沼—果”、“畜—沼—

粮”等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经济，推广林下种养殖业，促

进了生态农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改善了卫生环境、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农产品、减

少了农村的污染、保护了森林植被。

3.2 推进规模化养殖场生产模式 提升畜禽排泄物资源

化利用。立足于辖区内县域统筹，合理布局安排今后沼

气建设项目、沼液收集贮存利用配套设施设备及管网等

节点工程，集成推广畜禽标准化养殖、厌氧发酵产沼、好

氧堆肥还田等模式，加大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

力度，建设规模化养殖场沼液或粪便等污染物就地消纳

区域及建立养殖废弃物加工配送的有效运行机制，推进

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或通过农艺或工艺措施，将规模

化养殖场产生畜禽排泄物加以综合利用，发酵产生沼气，

发酵后的沼渣和剩余的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制作

畜牧饲料或直接还田作肥料等，实现农业资源的再生增

值和循环利用，既有效控制了环境污染，又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促进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十二

五”期间，全市在规模化养殖场新建50~300m3小型常温沼

气工程54处、500m3中温中型沼气工程6处、800m3中温大

型沼气工程1处、1 000m3中温大型沼气工程2处，有效处

理了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该模式不足之

处是缺乏相应规模的饲料粮（草）生产基地和畜禽粪便消

纳土地场所的大型养殖场，必需通过一系列生产技术措

施和环境工程技术对养殖产生的有机废弃物进行环境治

理，才能最终实现无害化养殖和生产优质畜禽产品。同

时还要根据饲养动物的种类和有机废弃物的养分状况对

养殖场进行分类，规模化养牛场生产模式、规模化养猪场

生产模式、规模化养鸡生产模式及规模化养羊生产模式，

达到分类管理的目的。

3.3 推广“种—养—加—销”一体化模式 扎实推广“种

—养—加—销”模式，延长循环产业链。在规模化养殖场

周边配套农田、山地、果林或茶园基地建设，养殖粪便经

过沼气池发酵处理后，利用肥水混合液浇灌农田，通过对

养殖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养殖场粪便污水

“零”排放。按照“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要求，综合分

析全市资源禀赋、环境承载、消费需求等因素，充分利用

坡耕地、荒山草坡推广应用种养结合的新型种养模式，形

成“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农牧共赢”的发展格局，实现种

养均衡发展。同时依托全市现有70个省、市、县三级农业

高效示范园区和“六大板块经济”，按照“三品一标”要求，

积极改进现阶段农业生产及产业结构调整局限在种殖、

养殖、粗加工等环节的格局，探索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采用“种—养—加—销”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创建有

李 瑞等 以农村沼气为抓手探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103



安徽农学通报，Anhui Agri.Sci.Bull.2016，22（13）
机蔬菜基地、无公害粮食基地及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基

地提供饲料发展养殖业，农作物秸秆、养殖业产生的畜禽

粪便作沼气发酵原料，经无害化处理后返回到种植园，利

用沼气作能源，实现“三沼”综合利用。利用种养业提供

的产品为原料，发展加工业，加工中产生的废弃物等可作

为饲料，又返回养殖业，经过深加工的食品进入销售渠

道，其收入返回到种、养殖，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支持。

4 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效益

分析

4.1 经济效益 沼气发酵以后的沼液既可以喂猪、养鱼

和浸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种植和养殖成本；沼气发酵残

留物作为优质的有机肥，将大大减少农业生产化肥使用

量，同时还对发展安全生态环保的农产品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沼气可用作燃料和生活照明，将减少农民的生活成

本［2］。建一户 10m3“一池三改”传统混泥土A、B型沼气

池，年产沼气可达 400m3左右，基本可供 3~4口之家一日

三餐炊事之用，年提供沼肥38万 t左右，经有关部门研究

分析，沼肥中的全氮含量比堆沤肥提高40%～60%，全磷

比堆沤肥高 40%~50%，全钾比堆沤肥高 80%~90%，作物

利用率比堆沤肥提高10%~20%。同时还可节约木材1.5t
或蜂窝煤3t，节电约100kWh。沼气池用户每年/户能减少

12kg二氧化硫和2t二氧化碳的排放［3］。

4.2 社会效益 以沼气为抓手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通

过以上几种模式的分析，一方面改善了农村环境条件。

随着户用沼气池、集中供气和大中型沼气池的使用，规模

化养殖场大量的养殖废弃物入池发酵，其中的寄生虫、病

原菌也在池内得到杀灭，减少疾病传染，提高卫生水平；

另一方面进一步解放农村农户生产力，起到一定的示范、

带动作用。通过对农户进行沼气及其综合利用的技术培

训、学习和实践，增强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

识，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营造一种生态环保循环的良好

氛围。

4.3 环境效益 以沼气为抓手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一方面通过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减少，降低农田地表和地

下径流污染和空气污染风险，依法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

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做好辖区内耕地地力质量评

价，加大地方动植物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严防外来生物入

侵，保护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通过能量交换、废弃物转

换、循环利用等方式，加快种植业、畜牧业及加工业之间

的生态农业产业链构建，大大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同时有利于绿色农业的发展，从而形

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5 结论与建议

有学者已总结农业发展的 4次类型转变，主要概括

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4］。在由传

统农业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转型发展战略

的实施过程中，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探索

全市发展以沼气为抓手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建立

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生

产体系，是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

段，它不仅可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经

济的持续高效发展。下一步将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

用于规模化养殖场和中小型养殖场沼气项目的建设，进

一步提高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中小型养殖场沼气工程建

设覆盖率；同时向上级部门争取解决一定额度的后续服

务维修管护资金用于维护与管理，进一步提高全市农村

沼气的使用效益。力争到2020年，全市规模化养殖场沼

气建设覆盖率达 20％以上；“三沼”综合利用率达 90%左

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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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根瘤病、炭疽病、穿孔病等，及时防治可

控制危害，这与与伍加勇，廖礼全的观察基本一致［3］。

3 小结

试种观察证明，乌皮樱桃生长快，易成花，结果早，结

果率高；自花结实率高，花、果、叶抗晚霜冻害；早产、稳

产、丰产，适应性和抗逆性均很强；完熟后果实甜酸可口，

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由于它的成熟期较早，海安地区

露天完熟的乌皮樱桃在5月5-7日就可上市，建议在城市

郊区结合农家乐搞好采摘开发，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

益。乌皮不抗涝，所以不宜在低洼地栽培，在平原地区最

好以深沟高垄的栽培模式，株行距可扩大到 3m×4m。为

进一步提高果实质量，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率，建议设施栽

培，并搞好疏果，适期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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