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国际背景 

全球畜牧业每年产生约 14.6 亿吨粪污，其中养殖因高

密度、高湿度的特性，粪污处理难度尤为突出。欧盟《水框

架指令》明确要求畜禽粪污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方可还田，

美国《清洁水法》通过 “最佳管理实践” 强制规范养殖废

弃物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未经处理的肉

鸭粪污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可达生活污水的 100 倍，

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土壤重金属污染。 

（二）国内背景 

畜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产业。随着饲养方式由传统养殖向规模化、集约

化养殖方式的转变，畜牧业呈现出养殖污染负荷高、排放达

标水平低的态势。畜禽养殖业引发的环境污染已严重制约我

国畜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关乎食品安全、生态安全、

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和全国生

态环境大会上提出：“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为适应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发展需求，引导和规范沼液资

源化利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于 2024年 5月

向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提出了制订《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

技术要求》地方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的申请。 

本标准的编制和实施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和可持

续发展的实际行动。《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要求》的

编制和发布实施，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必要性 

当前国内肉鸭粪污处理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导致不同地

区、企业的处理效果差异显著。例如，异位发酵床技术在山

东普及率达 60%，但在南方因湿度高易失效；沼气工程在规

模化养殖场应用广泛，但中小散户覆盖率不足 20%。团体标

准的制定将明确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全链条的技术参数，

如发酵床湿度控制（55%-65%）、沼液还田氮磷浓度（总氮

≤500mg/L）等，推动行业技术规范化。 



 

 

二、标准制定流程及主要参与单位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3 月，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提出标准立项建议。

2024 年初提出标准立项建议并主要由中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浙江大学，重庆畜科院，湖南师范大学，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等单位

的专家组成起草小组。 

主导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该所印

遇龙研究员、万丹副研究员等有关专家近年来主持制修订了

很多生猪养殖相关产品标准、农业生态环境标准等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其中主持起草了湖南省质量监督管理

局下达的地方标准《生猪养殖低排控制技术规范》（DB43/T 

1932-2020），该标准适用性好，可操作性强，指导生猪生态

养殖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使用中受到好评。 

（二）主要参与单位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主要起草专家有： 

万  丹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印遇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唐建军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王  静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

长 

孙  媛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李可心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主任 

马晓雄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齐仁立 重庆畜科院 研究员 

李铁军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唐宇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胡彩虹 浙江大学 教授 

何流琴 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 

李荷华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教授 

李  瑞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

员 

刘  栓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

员 

赖  辛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

员 

黄  攀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工程师 

高玉君 泰安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徐胜林 泰安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 

刘光洲 新泰市天信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刚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白萨如拉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科技研发部经理 

（三）工作流程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浙江大学，

重庆畜科院，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参加了预研工作。 

本标准始于 2024年 10月，其间经过了循环往复的调研、

文本编制、征询意见、修改文本等过程。 

2024 年 4月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研了国

内外相关技术规范、技术标准、技术导则 22个；咨询报告编

制类文献 25 篇； 

通过电话、邮件咨询和书面征询意见等形式征询对本标

准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本标准定位、技术架构和内容、技

术难点，优化文本表达，形成了目前的标准草案。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2月，开展专家函审工作，根据

初审意见继续修改标准内容，并进行专家交流讨论，形成征

求意见稿。 

2025 年 4 月 4～5 月 5 日标准面向行业和社会广泛征求

意见，并收集意见进行处理形成送审稿。 

2025 年 5～6月进行标准审查并报批发布。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一）基本原则 



 

 

在通过预研形成通则的标准草案基础上，由主要起草人

广泛收集和引用目前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农业农村部

公告和部令等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前提下，对草案进行修改形

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技术内容 

《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要求》主要内容包括：

术语和定义，农用沼液的通用要求，沼液施用的基本原则，

沼液施用风险管控要求，档案记录等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4 技术要求 

5 碳中和路径 

6 监测与核算 

7 实施与监督 

（三）创新新和先进性 

目前我国的生猪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较为成熟，再通

过原始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将更加

成熟。 

适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产生的沼液在种植中的应用。

全国区域可参照执行。 



 

 

四、与现行标准协调性 

（一）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产品质量安全要求包容：《畜禽粪便无害化处

理技术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土

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等，具有与国标、

行标的协调性。 

（二）与其他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协调性 

《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要求》具系统性、全面

性和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预处理、储存与运输、施用的基本

原则、碳中和路径、碳排放监测、碳核算、管理等方面的技

术要求。从而在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态

保护，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将充分考虑与现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的衔接，避免重复和冲突，确保标准的系统性和全面

性。 

五、本标准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 

（一）征求意见范围 

经过调研和预研，并按 2024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的

标准编写研讨会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5年将广泛征求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检测机构、生态环保部门、相关企业等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 

通过官方网站、公开平台、邮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不低于一个月时间）。 

（二）意见汇总处理 

 公开征求意见共计收到意见 1 份，共计 6 条，均为编

辑性意见，其中采纳 5条，部分采纳 1条，具体见意见汇总

表。   

六、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尽早颁布实施，指导养殖沼液的生产和种养结合利

用，保护生态环境、食品质量安全、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

收，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推广生态技术，促进生态

友善、生态种养、生态防控、生态消费。是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服务支撑国家重要战略部

署。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绿色农业的绿色发展，是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的意见的具体抓手和措施。符合标准立项指南支持的重点

立项标准。 



 

 

《养殖场沼液种养结合利用技术要求》具系统性、全面

性和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预处理、储存与运输、施用的基本

原则、碳中和路径、碳排放监测、碳核算、管理等方面的技

术要求。从而在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态

保护，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5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