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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沼渣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

使用沼渣、沼液作为肥料，具有速效性、缓效性兼备，矿质化、

腐殖化程度高，既可作基肥和追肥，也可叶面喷施，还可用来

喂猪、养鱼、栽培蘑菇、作育苗育秧的营养土等。沼渣、沼液在

生产过程中不仅节约了成本、改善了土壤，还大大提高了农

作物的品质，符合国家节本高效、循环农业的新理念。

１ 无公害蔬菜施用沼渣、沼液

沼液、沼渣通过厌氧发醉后消灭了有害病菌和寄生虫

卵，同时又增加了营养成分，是优质的有机肥料，通过对蔬

菜的施用既提高了肥效，又降低了农药与化肥的使用量，

提升了蔬菜品质，增加了蔬菜产量，增产达 30%左右，市

场前景看好。

沼渣作为追肥、基肥和叶面肥，施用 22 500～37 500 kg/hm2，

与土壤拌匀后穴施或条施；沼液喷施叶面或根部浇灌，

按 1∶2 或 1∶3 的比例用清水稀释后进行施用，用量为

7 500～45 000 kg/hm2，夏天正午左右不可施用，以免烧伤菜

叶和根。

２ 果树施用沼渣、沼液

果树施用沼渣、沼液一般是在春季 2—3 月份和采果结

束后，以每棵树冠滴水圈对应挖长 60～80 cm、宽 20～30 cm、

深 30～40 cm 的施肥沟进行施用，并覆土。施用量 30 000～

60 000 kg/hm2；沼液作为叶面追肥，喷施杀虫效果显著，并

对果树提供了富足的养分。气温较高时不宜喷纯沼液，按

照 1∶1 的比例兑清水稀释后进行喷施。

３ 利用沼渣、沼液养鱼

沼液、沼渣可交替使用养鱼，放置 3 h 以上效果会更好，

沼液喂鱼，以滤食性鱼为主，杂食性鱼为辅。花、白鲢鱼占

70%～75%，比例 l∶6；鲤鱼、鲫鱼占 20%～25%，放少许草鱼

也行。沼液喂鱼宜选择晴天，早 8∶00—10∶00，每周水面施用沼

液 6 750～9 000 kg/hm2，每周水面施用沼渣 750～1 500 kg/hm2，

每周分三次施用，宜勤施。资料显示，沼液养鱼可增产

5%～10%。

４ 利用沼渣栽培蘑菇

沼渣中营养丰富且全面，是栽培蘑菇的绝佳原料。施用

沼渣栽培蘑菇一般情况下杂菇较少，一、二级菇占的比重大，

原料成本能减少 35%左右，产量将提高 10%以上。

备料前 20 d，从近 5 d 没有进料的沼气池内取结壳层

的沼渣，充分硒干后捣碎与稻草混合，用稻草 15 kg/m3、沼

渣 10 kg/m3，比例为 l∶1.5，把料分多层堆起发酵，其他正常

栽培。

用稀释后的沼液水喷施菇床，既防病害，又施肥，一举两得。

５ 利用沼液拌料喂猪

沼气池经过厌氧充分发酵后杀死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

用沼液喂猪安全可靠。沼液用作饲料添加剂，可缩短育肥期，

并且降低养猪成本。需选择 pH 值在 6.5～7.5 之间，并用过

40 d 以上的沼气池中的沼液。取适量沼液放置 2～3 h，过滤

后效果最佳。

方法及注意事项：先做好猪的驱虫、防疫、健胃等工作；

再用沼液喂猪。添加量由少至多，浓度大需要少添，搅拌饲料成

半湿半干后喂猪，假若猪腹泻必须马上停喂，查清病因后酌情

施用。猪体重在 25 kg 以下不加或少加；体重在 20～25 kg，每次

添加 0.5 kg 左右，每日三四次；体重在 50～100 kg，每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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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g 左右，每日三次；体重大于 100 kg 以上停止添加，等待出

栏。母猪产子断奶以后，应停止添加沼液，以防母猪增膘快而

影响发情和降低受胎率。沼液用做添加剂喂猪，一般提前

20～30 d 出栏，猪健壮少病、皮毛油滑，并节省饲料 30～50 kg。

６ 沼液浸种

将农作物种子放在沼液中浸泡，然后再进行播种，不仅

可提高种子的成活率、发芽率，提高幼苗素质，促进种子生理

代谢，并且可增强幼苗抗病、抗寒和抗逆的能力。沼液浸种比

清水浸种优势明显，因沼液的养分为速效性养分，发酵物长

期浸泡水中，一些可溶性养分由固态变为液态，提高了速效

养分含量，沼液浸种应选择以牛、鸡、猪粪为发酵原料的沼气

池，沼液 pH 值应在 7.0～7.6 之间。使用新鲜种子，先对种子

进行筛选，清除杂物、秕粒，然后翻晒，翻晒时长≥24 h；选透

水性好的袋子装入种子，每袋 15～20 kg 为宜。选择正常发酵

产气 2 月以上的沼液，沼液温度≥10℃，将装入种子的袋子

悬挂于沼气池出料间的清液中即可。小麦装入袋中在水压间

沼液浸泡 12 h，立即取出用清水洗净、摊开，晾干表面水分

后，次日即可播种；水稻需间歇性浸种，在沼液中浸泡一段时

间后，取出后晾一段时间，用清水洗净后催芽，能有效提高水

稻秧苗的素质；玉米单次浸种 12～16 h，清水洗净阴干后即

可播种。

现代农业已经不再只单单追求产量而忽略质量，农作物

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将是今后农业的重中之重。人们注重安全

放心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理念决定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生态环保的理念，运用沼渣、沼液增产

增效尤为重要。在今后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中将起到巨大的

作用。

（编辑 张顺全）

业标准化种植产业的发展。

3.5 绿色生态意识薄弱

农产品生产基地、合作社、企业及农户对绿色生态有机

农业标准化种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合理使用农药，过量

施用化肥问题仍然存在，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了隐患。

4 几点建议

4.1 制定绿色生态有机产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加大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在立项、投资、税收、土地、流通等

方面的扶持力度，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绿色农产

品产业，为绿色农产品产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

4.2 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完善机制、部门联动

成立由农牧、工商质检、发改、工信、财政、环保、水务为

成员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工作领导小组，把发展绿色农产品工

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形成产业化领导、目标化管理，责

任到人，确保产业发展所需人、财、物及时到位。

4.3 实施农产品品牌驱动战略

通过提升品牌的公信力、美誉度，加大品牌宣传和市场

推广力度和覆盖面，在全社会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模

式，使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成为引领安全优质农产品消费的

“风向标”，带动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发挥优质优价市场

机制作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4.4 实施产业化经营

以蔬菜、枸杞、西瓜、羊羔肉等主导产业为重点，扶持一

批具有标准生产、深加工和外销能力的企业，以企业带基地、

基地连农户，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通过产业化的龙

头企业联合成一体，做大做强蔬菜、枸杞、瓜果、羊羔肉品牌，

形成地方优势产业，推动农牧业产业化进程。

4.5 培育适应社会需求的市场体系

采取招商引资、企业兴建、合作社自建、项目扶持等方

式，建立完善全县枸杞、旱砂西瓜、羊羔肉等绿色农产品市场

和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培育专业协会及经纪人队伍，推行农

批对接、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农校对接等直销模式和电子商

务、同城配送等新型营销方式，拓宽营销渠道，为消费者提供

绿色、安全、质优、价适的农产品。

4.6 坚持协调发展，不断提升产业水平

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龙头企业、加工企业、示范合作社

发展绿色农产品，丰富品种结构，提高产品档次；挖掘资源潜

力，大力推进绿色农资、绿色原料、绿色产品及营销发展，打

造全产业链，扩大品牌增值效应。

（编辑 宋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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