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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及对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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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乐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生态畜牧业作为一种兼顾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新型产业模式，日益受到关注。本文聚

焦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及其对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影响。通过深入剖析生态畜牧业模式的内涵与特点，阐述构建生

态畜牧业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科学的养殖规划、合理的饲料资源利用、有效的废弃物处理等。从理论层面和实际应

用角度，分析生态畜牧业模式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协同作用机制。研究表

明，生态畜牧业模式能够实现区域环境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本文旨在为相关部

门和从业者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推动生态畜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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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ains deeper 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nimal hus-

bandry, as a new industrial model that balances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

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models and their synergistic impact o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By thoroughly analyz-

ing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models, it elucidates the key 

elements in building such models, including scientific breeding planning, rational use of feed resourc-

es, and effective waste management.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models in improving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shows that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models can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providing new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nimal 

husbandr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practitioners, promoting the wid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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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肉类、奶类等畜产品供应，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传统畜牧业生产方

式往往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如畜禽粪便随意排放导致土壤和水体污染，饲料过度依赖粮食作物造成资源紧张等。在全球倡

导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生态畜牧业模式成为必然选择。生态畜牧业强调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实现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及其对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影响，对

于解决传统畜牧业面临的困境，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一、生态畜牧业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一）内涵 

生态畜牧业是一种综合性的产业模式，它将畜牧业生产与生

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有机结合。通过优化养殖结构、改进

养殖技术、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循环和

能量多级利用。例如，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沼气，沼渣、沼液作为

优质肥料用于农田，促进农作物生长，农作物又可作为畜禽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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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这种模式注重畜牧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2] 

（二）特点 

1. 资源节约 

生态畜牧业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在饲料方

面，注重开发利用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饲草资源，减少对进口

饲料和粮食作物的依赖。通过科学的饲料配方，提高饲料转化

率，降低饲料成本。在水资源利用上，采用节水型养殖设施和技

术，如自动饮水系统、雨水收集利用等，减少水资源消耗。 

2. 环境友好 

生态畜牧业将环境保护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通过合理规划

养殖场布局，减少畜禽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采用先进的废弃

物处理技术，如干湿分离、厌氧发酵、堆肥等，将畜禽粪便转化

为有用的资源，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注重养殖场地的绿化和

生态修复，改善养殖场周边的生态环境。 

3. 经济高效 

生态畜牧业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实现经济效

益的提升。优质的畜产品往往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价格竞争力，

生态养殖模式下生产的畜禽产品，因无抗生素残留、品质优良等

特点，更受消费者青睐，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此外，通过

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的关键要素 

（一 ) 科学的养殖规划 

1. 养殖场选址 

养殖场选址应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交通、市场等多方面因

素。选择地势高燥、通风良好、水源充足且水质优良的地方，避

免在居民区、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建设养殖场。同时，要

考虑交通便利性，便于饲料运输和畜产品销售。合理的选址有助

于减少养殖对环境的影响，降低生产成本。 

2. 养殖规模确定 

根据当地的土地承载能力、饲料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合理

确定养殖规模。避免过度养殖导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通过科

学的养殖规模确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养殖效益。

例如，利用土地承载能力模型，结合当地的饲草种植面积、土地

消纳畜禽粪便的能力等因素，确定适宜的养殖数量。 

（二）合理的饲料资源利用 

1. 本地饲料资源开发 

充分挖掘本地的饲料资源，如农作物秸秆、青贮饲料、野生

饲草等。通过青贮、氨化等技术处理，将农作物秸秆转化为优质

饲料，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发展人工种草，种植适合当地气候和

土壤条件的优质牧草，如苜蓿、黑麦草等，丰富饲料来源。同

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微生物饲料、酶制剂等新型饲料产

品，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和利用率。[3] 

2. 饲料配方优化 

根据畜禽的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饲料配

方。在保证畜禽生长性能的前提下，减少饲料中蛋白质、抗生素

等添加剂的使用，降低饲料成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例如，采

用氨基酸平衡技术，合理调整饲料中蛋白质的组成，提高蛋白质

的利用率，减少氮排放。 

（三）有效的废弃物处理 

1. 粪便处理技术 

采用先进的粪便处理技术，实现畜禽粪便的减量化、无害化

和资源化利用。干湿分离技术可将畜禽粪便分为固态和液态两部

分，固态粪便通过堆肥处理，制成有机肥料；液态粪便则通过厌

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或供热，沼液可作为液体肥料还田。

例如，利用高温好氧堆肥技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使粪便中的

有机物快速分解，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等养分的有机肥料。 

2. 污水处理技术 

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对养殖污水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或回用。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去除污水中

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例如，利用沼气池、生物滤池、人

工湿地等组合工艺，对养殖污水进行深度处理，使处理后的污水

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可用于养殖场周边农田灌溉，实现水资

源的循环利用。 

三、生态畜牧业模式对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影响 

（一）对区域环境的积极影响 

1. 减少污染物排放 

生态畜牧业模式通过有效的废弃物处理技术，显著减少了畜

禽粪便和污水中污染物的排放。经过处理后的畜禽粪便和污水，

其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氨氮等污染物指

标大幅降低，减少了对土壤、水体和空气的污染。例如，采用厌

氧发酵技术处理畜禽粪便，可使 COD 去除率达到 80% 以上，有

效改善了区域水环境质量。[4] 

2. 改善土壤质量 

畜禽粪便经过堆肥处理后制成的有机肥料，富含大量的有机

质、氮、磷、钾等养分，施用于农田后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

土壤肥力，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长期使用有机肥料还可以促

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改善土壤生态环境，有利于农作物

的生长和产量提高。 

3. 促进生态平衡 

生态畜牧业模式注重养殖与种植的结合，通过农牧结合、林

牧结合等方式，实现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例如，

养殖场周边种植树木、牧草等植被，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

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作用，促进区域生态平衡的恢复和

维持。

4. 提升生物多样性

生态畜牧业模式下，由于减少了化学药剂的使用，避免了对

周边生态环境的化学污染，为区域内的生物提供了更安全的生存

环境。同时，农牧、林牧结合的方式增加了栖息地的多样性，不

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能够在这种环境中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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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养殖场周边多样化的植被为昆虫、鸟类等生物提供了食物来

源和栖息场所，有助于增加区域内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提升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

5. 缓解气候变化

畜禽养殖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而生态畜牧业模式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缓解这一问题。一方面，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沼

气，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作为燃料，减少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养殖规划和饲料配方优化，降低

畜禽的甲烷排放。此外，养殖场周边的植被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起到碳汇的作用。综合这些因素，生态畜牧业模式有助于缓解区

域内的气候变化压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二）对区域经济的积极影响 

1. 增加农民收入 

生态畜牧业模式下生产的优质畜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价格，

能够为养殖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

和成本的降低，进一步提高了养殖利润。此外，生态畜牧业的发

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有机

肥生产等，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来源。

2. 推动产业升级 

生态畜牧业模式的推广应用，促使畜牧业从传统的粗放式经

营向现代化、集约化、生态化经营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养殖技

术、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推动了畜牧业产

业升级。同时，生态畜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如与生态旅

游、休闲农业的结合，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提高了产业的附

加值。 

3.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畜牧业模式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为区

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提高了

土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还能够吸引更多的

投资，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4. 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 

生态畜牧业模式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实现了

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在资源利用方面，通过合理开发本

地饲料资源和优化饲料配方，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

益，同时减少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降低了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

响。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将畜禽粪便和污水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如沼气、有机肥料等，既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

又创造了经济价值。此外，生态畜牧业模式下生产的优质畜产

品，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而

良好的经济收益又为进一步改善环境和提升养殖技术提供了资金

支持，形成了环境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5] 

四、生态畜牧业模式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支持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生态畜牧业的发

展。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养殖场的生态化改造、废弃物处理

设施建设、新技术推广应用等。给予生态畜牧业企业税收优惠、

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同时，加强对生态畜

牧业的监管，确保各项环保标准和质量标准的落实。 

（二）推动科技创新 

加大对生态畜牧业相关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和企

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研发新型饲料资源、高效养殖技术、废弃物

处理技术等，提高生态畜牧业的科技含量。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

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促进生态畜牧

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三）培育市场主体 

培育和发展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生态畜牧业企业和专业合

作社，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养殖户加入合作社或与企业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加强品牌建

设，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畜产品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知名

度和竞争力。 

五、结束语 

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对区域环境与经济具有显著的协同影响。通过科学的养殖规

划、合理的饲料资源利用和有效的废弃物处理等关键要素的构

建，生态畜牧业模式能够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尽管目前生态畜牧业模式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还面临一些挑战，但

通过加强政策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培育市场主体等措施，有望

进一步推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未来，生态畜牧业模式将在更大

范围内得到应用，为实现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建设美丽

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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