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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编制背景

1.1背景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编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应当统筹考虑生产布局，明

确污染防治目标、任务、重点区域、设施建设及防治措施。近年来，

国家相继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禽

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对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导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粪污

资源化工作持续推进。山西省先后发布的《山西省畜禽粪污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工作方案（2017-2020年）》、《山西省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也对畜禽粪污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提出要求。

畜牧业转型升级，是山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吕梁

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当前吕梁市畜牧产业存在的畜

禽养殖废弃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优化处理和利用、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种养结合程度不够紧密、畜禽养殖环境监管与

执法能力依然薄弱、重养殖轻治理等问题，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

难题。吕梁市畜牧产业发展水平与国家和山西省规划的提高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水平以及实现畜禽养殖粪污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的目标间尚有

不小差距。

为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水平，构建

畜牧业绿色发展新格局，吕梁市深入贯彻与落实国家及地方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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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和“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

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基本目标，与辖区畜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

依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要求，组织开展“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

1.2编制过程

（1）建立规划编制工作机制，提出编制方案，委托具有相应技术

能力的单位，承担规划研究与编制工作。

（2）开展实地调研和专题研究，综合研判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和种养结合的重大问题，明确规划任务与措施、重点工程等，形成规

划研究报告；凝练规划内容，绘制规划图件，形成规划文本和图集。

（3）广泛征求政府部门、行业专家、社会公众意见，并根据反馈

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4）规划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评审。

（5）规划通过评审且修改完善后，依法定程序颁布实施。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年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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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 1月 1日施行）；

（8）《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修订）；

（9）《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 10月 1日施行）；

（10）《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日施行）；

（11）《吕梁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1 年 12月 20

日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

1.3.2国家及地方规范和标准

（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

（3）《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

（4）《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 18877）；

（5）《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GB/T 25169）；

（6）《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

（7）《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6624）；

（8）《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GB/T 27522）；

（9）《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7622）；

（10）《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

（1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

（12）《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

1029）；

（13）《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

（14）《有机肥料》（NY/T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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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1169）；

（16）《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 2065）；

（17）《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

1.3.3相关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

见（国办发[2017]48号）；

（2）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环办土壤

[2021]8号）；

（3）《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2018]1号）；

（4）《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

（农办牧[2018]2号）；

（5）《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

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

（6）《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

意见》（农办牧[2019]84号）；

（7）《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

的通知》（农办牧[2020]23号）；

（8）《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

函[2020]33号）；

（9）《关于开展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

[2020]538号）；

（10）《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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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环办土壤函[2021]465号）；

（11）《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

（环办土壤函[2022]82号）；

（12）《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 3号）；

（13）《山西省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晋环发[2022]10号）。

1.3.4相关规划和报告

（1）《山西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21-2030年）》；

（2）《山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3）《山西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4）《吕梁市“十四五”“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5）《吕梁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6）《吕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

（7）《吕梁市“十四五”市域中心城市及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

（8）《山西省吕梁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三线一单”文本》

（征求意见修改稿简本）。

2《规划》目标分析

结合《山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吕梁市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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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吕

梁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确定吕梁市畜禽养

殖业污染防治规划的总体目标为：科学布局畜禽产业区域，对现有畜

禽养殖场进行综合整治，削减畜禽污染排放量，推行清洁生产和生态

化养殖，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实现畜禽养殖污染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目标，促进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具体指标包括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配套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

建设率、畜禽养殖粪污社会化治理服务体系建设。总体目标与具体指

标是在明确吕梁市畜禽养殖污染排放与治理现状的前提下，结合相关

规划对“十四五”的发展研判，从可行性、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

确定的。吕梁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专项规划主要指标体系

见表 2-1。

表 2-1吕梁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专项规划指标表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 2025年 指标性质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79.25 ≥82 约束性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 98 98 约束性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 % 60 100 约束性

畜禽养殖粪污社会化治理服务体系建设 % --
畜牧大县

全覆盖
预期性

3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为确保本次规划编制与上位规划及同级规划的内容要求的统一性，

编制组整理分析了相关规划，并进行分类总结（详见表 3-1国家、省、

市规划畜禽养殖相关内容汇总表）。总结发现，相关规划在与畜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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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污染方面涵盖内容主要包括四大类，分别是固废资源化/清洁生产、

粪污处理设施/废气排放、废水资源化、布局和规模/环境监管。在固废

资源化/清洁生产方面提出了详尽任务要求，在多处明确了相应的指标

要求。

因此，编制组在充分深入分析上位规划与吕梁市同级规划的指标

任务特点和要求的基础上，立足于吕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确定

了总体目标与具体指标，并设定主要任务及重点工程。规划提出优化

畜禽养殖布局，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就近消纳、综合利用”为

主线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大力推进粪污处理设施标准

化建设，推进田间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建设，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严格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源头控制；

建立并完善畜禽养殖污染执法监管体系，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

能力。规划内容充分衔接省、市级专项规划，注重与农业发展、畜牧

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相关规划的协调统一。

4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调查评估

4.1畜禽养殖现状

4.1.1吕梁市畜禽养殖现状

根据国家、省级有关节能减排、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工作要求，

吕梁市猪、羊、牛的养殖量总体规模上呈现减少的趋势。截止 2020年

底，全市有养殖户 4.54万户，较 2019年 5.53万户减少 17.9 %，较 2018

年 6.26万户减少 27.5 %，其中规模以下养殖户 4.22万户，规模养殖户

0.3万户。



吕梁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编制说明

8

表 3-1国家、省、市规划畜禽养殖相关内容汇总表

序号 规划名称 发布日期
畜禽养殖相关内容

废水资源化 固废资源化/清洁生产 粪污处理设施/废气排放 布局和规模/环境监管

1

“十四五”

土壤、地下

水 和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保护规划

2021年
12月 29日

着力推进养殖业污染防治，加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粪肥科学

适量施用，推动开展粪肥还田安全检

测。培育壮大一批粪肥收运和田间施

用社会化服务主体。畜牧大县编制实

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到 2025年，

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

上。

健全畜禽养殖场（户）

粪污收集贮存配套设施，建

立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

台账。加快建设田间粪肥施

用设施，鼓励采用覆土施

肥、沟施及注射式深施等精

细化施肥方式。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

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

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依法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推动畜

禽规模养殖场配备视频监控设

施，防止粪污偷运偷排。推动设

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定

期开展自行监测。依法严查环境

违法行为。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大气

氨排放控制试点。到 2025 年，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型规模化

养殖场氨排放总量削减 5%。

2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保护规划

2022年
6月 15日

推动畜牧大县建立畜禽养殖粪污

等农业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

体系，鼓励和引导第三方企业将畜禽

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鼓励规模以下

畜禽养殖户采用“种养结合”“截污

建池、收运还田”等模式处理。到 2030
年，黄河流域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85%以上。

加大标准化规模种养力度。

科学划定水产养殖适养、限养、

禁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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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 西 生 态

省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21-203
0年）

2022年
1月 25日

推进养殖业清洁发展。大力发展

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水平，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加

强养殖废水（废弃物）达标排放管理

及资源化利用。

4

山西省“十

四五”生态

环 境 保 护

规划

2022年
8月 22日

加强农业面源、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和农村环境整治，保

障农产品安全。开展

专项排查整治。鼓励

规模以下企业入园

入区，实施资源整合

和规范化改造，规模

以上企业严格达标

排放。

推进养殖业清洁发展。提高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以农用有机肥

就近就地科学还田利用为主攻方向，

因场施策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设

施设备，打造种养结合提升县和整县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县，示

范带动提升全省畜禽粪肥还田技术水

平，到 2025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 80%以上。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主要包

括新建畜禽粪液处理中心、畜禽粪污

收集点以及粪污综合利用设施。

5

山西省“十

四五”推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规

划

2022年
9月 6日

积极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

进工程，加快培育畜禽粪肥还田利用

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建设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提高到 80%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 93%左右。

优化布局乡村生活空间，严

格保护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生

态空间，科学划定养殖业适养、

限养、禁养区域。

6 山 西 省 黄 2022年 推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 引导支持畜禽养殖场、 发展规模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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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规划

9月 28日 养殖小区标准化改造和畜

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

7

吕 梁 市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2021年
7月 7日

加快发展以农作物秸秆、畜禽养

殖废弃物、有机生活垃圾等为原料的

工业化沼气和生物天然气。

8

吕梁市“十

四五”“两

山 七 河 一

流域”生态

保 护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生态经

济 发 展 规

划

2022年
4月 29日

推进农村畜禽

养殖及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工作，以畜牧

大县和规模养殖场

为重点，全面推进畜

禽养殖废水资源化

利用。

实施畜禽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

模式生态化升级改造，开展一批畜牧

养殖大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

规范化考核。

加强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建设，改善养殖场

通风环境，提高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减少氨挥发排

放。

9

吕梁市“十

四五”生态

环 境 保 护

规划

2022年
4月 29日

加强屠宰、养

殖、农副食品加工行

业废水治理，重点对

文水等畜禽养殖、畜

禽屠宰及肉制品加

加强农业面源、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和农村环境整治，保障农产品安全。

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及健康养殖。

编制实施县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

划，推动种养结合和粪污综合利用。

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

大气氨减排，加强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提高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减少

氨挥发排放。

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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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量大的区域，开

展专项排查整治，鼓

励规模以下企业入

园入区，实施资源整

合和规范化改造，规

模以上企业严格达

标排放。

推进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污水处理

工程。

加强规模以下养殖户畜禽污染防治。

到 2025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90％以上。

在种养密集区域，探索整县推进

畜禽粪污、秸秆、农田残膜、农村垃

圾等废弃物全量资源化利用。推进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处理工程。

加强标准化规模种植

养殖，控制农田和畜禽养殖

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畜禽规模养殖场配套

建设粪污处理设施，自主开

展出水监测。到 2025 年，

所有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全配套。

10

吕梁市“十

四五”市域

中 心 城 市

及 城 乡 人

居 环 境 建

设规划

2022年
4月 29日

强化空间布局管控。根据土

壤等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区

域功能定位、空间布局。结合区

域功能定位和土壤污染防治需

要，确定畜禽养殖布局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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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吕梁市 2016-2020年畜禽出栏总量

4.1.2各县（市、区）畜禽养殖现状

各市县（区）畜禽养殖现状如图 4-2和 4-3所示。从各市县（区）

畜禽养殖全年出栏情况来看，呈现个别县（区）特别突出的特点。2020

年生猪全年出栏数 119.6万头，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文水县，共计 29.18

万头，占全市总量的 21.76 %，其次是临县和汾阳市，分别占全市总量

的 13.48 %和 8.84 %；家禽全年出栏数 4980.11万羽，数量最多的是文

水县，共计 2331.43万羽，占全市总量的 46.81 %，其次是孝义市和汾

阳市，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35.62 %和 7.71 %；牛全年出栏数 29.53万头，

数量最多的是文水县，共计 23.75万头，占全市总量的 80.45 %，其次

是交城县和方山县，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4.9 %和 4.55 %。羊全年出栏数

90.67 万只，数量最多的是交城县，共计 28.67 万只，占全市总量的

31.62 %，其次是兴县和柳林县，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10.49 %和 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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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20年吕梁市各县区畜禽出栏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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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市县（区）畜禽养殖年末存栏情况来看，生猪存栏量相对平

均，其余畜禽种类存栏量以养殖大县比较突出。2020年生猪年末存栏

数 94.29万头，其中最多的是文水县，共计 14.59万头，占全市总量的

15.47%，其次是临县和汾阳市，分别为 11.81%和 8.84%；家禽年末存

栏数 1582.91万羽，最多的是文水县，共计 466.2万羽，占全市总量的

29.45%，其次是孝义市和汾阳市，分别为 22.1%和 12.02%；牛年末存

栏数 38.5万头，最多的是文水县，共计 23.7万头，占全市总量的 61.7 %，

其次是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9.27%和 7.4%。羊年末存栏数 102.5

万只，最多的是临县，共计 17.03万只，占全市总量的 16.6 %，其次是

兴县和柳林县，分别为 16.1%和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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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20年吕梁市各县区年末畜禽存栏量情况

4.1.3畜禽规模养殖场现状

2020年规模养殖场共计 3191户，其中，养殖场户数量最多的是文

水县，共计 2478户，占比 77.65 %；其次是交城县和孝义市，分别为

106户和 103户，占比 3.3 %和 3.2 %。

从养殖种类来看，规模养殖场中养殖户数量最多的是肉牛养殖，

总计 2255户，占比 70.66 %；其次分别是生猪和家禽养殖，分别是 442

户和 359户，占比 13.85 %和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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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吕梁市 2020年各县区规模养殖场户数量统计表（户）

县市区 生猪 蛋鸡 肉鸡 山羊 绵羊 肉牛 奶牛 合计

石楼县 22 7 0 0 1 4 0 34

孝义市 53 8 29 2 6 5 0 103

交口县 33 5 11 1 0 3 0 53

文水县 100 129 0 0 60 2189 0 2478

方山县 5 17 2 0 1 9 0 34

柳林县 26 9 0 3 2 2 0 42

汾阳市 31 14 12 0 10 8 0 75

中阳县 31 16 1 1 1 3 0 53

交城县 39 17 23 0 6 21 0 106

岚县 16 1 0 1 1 2 0 21

离石 11 18 8 2 5 0 0 44

临县 38 21 1 18 1 7 1 87

兴县 37 10 0 9 3 2 0 61

总计 442 272 87 37 97 2255 1 3191

4.1.4畜禽养殖户现状

2020年养殖户共计 4.22万户，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方山县，共计 8147

户，占比 19.3 %；其次分别是兴县和汾阳市，分别为 5590 户和 4872

户，占比 13.2 %和 11.5 %。

从全市养殖种类来看，规模以下养殖户中数量最多的是羊养殖，

共计 14724户，占比 33.6 %；其次分别是肉牛和家禽养殖，分别为 11068

户和 8106户，占比 27.1 %和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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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吕梁市 2020年各县区养殖户数量统计表（户）

县市区 生猪 蛋鸡 肉鸡 羊 肉牛 奶牛 合计

石楼县 294 1657 0 831 337 4 3123

孝义市 346 1452 19 964 45 136 2962

交口县 150 0 0 520 420 0 1090

文水县 337 172 0 336 1156 0 2001

方山县 1631 3350 0 1590 1560 16 8147

柳林县 496 366 0 1380 155 51 2448

汾阳市 1507 306 28 2151 591 289 4872

中阳县 355 562 0 600 980 6 2503

交城县 157 42 10 318 1187 52 1766

岚县 673 24 0 430 1754 1 2882

离石 181 60 7 516 803 27 1594

临县 910 285 0 2030 75 0 3300

兴县 420 131 0 2579 2418 42 5590

总计 7457 8407 64 14245 11481 624 42278

4.2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现状

4.2.1畜禽养殖污染产生情况

2020年吕梁市畜禽养殖全年产生粪污 602.6万吨。规模养殖场畜

禽粪污产生量 220.3 万吨，其中液体粪污 140.4 万吨，固体粪污 79.9

万吨；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畜禽粪污产生量 382.3 万吨，其中液体粪污

230.6万吨，固体粪污 151.7万吨。各县（市、区）畜禽养殖污染物产

生情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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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吕梁市各县市（区）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情况（吨）

县（市区） COD TN NH₃ -N TP

中阳县 18436.27 817.45 233.88 138.49

兴县 17736.41 843.80 272.75 145.71

孝义市 15646.12 763.95 130.99 184.12

文水县 346856.90 10528.42 2642.27 2267.74

石楼县 18158.97 845.31 468.29 145.7

柳林县 12304.69 633.59 220.29 123.41

临县 20093.93 1050.73 386.27 248.45

离石区 24336.12 1067.33 291.99 154.54

岚县 17116.92 718.92 197.85 88.36

交口县 15134.02 673.98 171.55 104.02

交城县 35495.04 1397.20 399.09 196.34

汾阳市 15274.39 827.66 293.74 181.70

方山县 49330.94 2008.27 735.22 278.09

合计 605920.71 22176.6 6444.18 4256.67

从各县（市、区）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情况来看，COD产生总量

最高的是文水县，为 34.6 万吨，其次是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4.9

万吨和 3.5万吨；总氮产生量最高的是文水县，为 1.05万吨，其次是

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0.2万吨和 0.14万吨；氨氮产生总量最高的

是文水县，为 0.26万吨，其次是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0.07万吨和

0.04万吨；总磷产生量最高的是文水县，为 0.22万吨，其次是方山县

和临县，分别为 0.028万吨和 0.025万吨。

4.2.2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2020年吕梁市全年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情况：COD、总氮、氨

氮、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 83.3 吨、3.6吨、0.65吨和 0.61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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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畜禽养殖排污情况见表 4-4。

各县市（区）COD排放量最高的是文水县，为 59.4吨，其次

是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3.76吨和 3.37吨；总氮排放量最高的

是文水县，为 2.09吨，其次是方山县和交城县，分别为 0.24吨和

0.2吨；氨氮排放量最高的是文水县，为 0.24吨，其次为方山县和

交城县，分别为 0.07吨和 0.05吨；总磷排放量最高的是文水县，

为 0.38吨，其次是临县和孝义市，分别为 0.03吨和 0.027吨。

表 4-4吕梁市各县市（区）畜禽养殖排污情况表（吨）

县（市区） COD TN NH₃-N TP 小计

中阳县 1.828 0.119 0.032 0.019 1.99

兴县 1.506 0.098 0.030 0.015 1.64

孝义市 2.178 0.115 0.017 0.027 2.33

文水县 59.449 2.097 0.249 0.383 62.17

石楼县 0.96 0.058 0.026 0.007 1.05

柳林县 1.138 0.073 0.023 0.013 1.24

临县 2.290 0.126 0.038 0.031 2.48

离石区 2.028 0.141 0.039 0.018 2.22

岚县 1.337 0.097 0.027 0.009 1.47

交口县 1.551 0.106 0.027 0.015 1.69

交城县 3.374 0.202 0.049 0.024 3.64

汾阳市 1.828 0.102 0.028 0.024 1.98

方山县 3.763 0.241 0.070 0.026 4.1

合计 83.230 3.574 0.656 0.612 88.07

4.3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

“十三五”期间，吕梁市大力推广粪污资源化利用。2020年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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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禽养殖全年产生粪污 602.6万吨，全市畜禽粪污年利用量 552.2万

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1.63%。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黄河、汾河流域 5公里范围内 200户小型养殖

场全部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

4.3.1畜禽粪污处理现状

（一）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情况

吕梁市辖区内规模养殖场共有 3184家，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到 100%；规模以下养殖户 41692家，除黄河、汾河流域 5 km

范围内 200户小型养殖场全部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外，其余大部分

未建粪污处理配套设施。

2019年吕梁市提出按照“政府主导，企业承载，市场化运作”原

则和“1+N”的运作模式，建设 1个 2×10万吨/年生物有机肥生产加

工基地，以文峪河、磁窑河主河道两侧范围为重点，设置 100台粪污

“好氧发酵罐”，有效解决文峪河、磁窑河流域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

目前，生物有机肥生产加工基地一期已完工，好氧发酵罐已有 95台完

成安装。

（二）清粪方式

吕梁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清粪方式主要包含干清粪、水冲粪、水泡

粪和垫料四种方式。

干清粪工艺是将动物的粪便和尿液进行分流处理，干粪利用机械

或人工收集、清扫、转运，尿液则从排尿沟排出，再分别进行处理，

是目前养殖场提倡的一种清粪工艺。干清粪工艺的优点是粪便一经产

生便分流，可保持舍内清洁，臭味小，产生的污水量少，且浓度低，

易于净化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的产生和排放，降低废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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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水冲粪是每天数次从粪沟一端用高压喷头放水冲洗的清粪方式，

该处理方式耗水量大，而且污染物浓度高，固液分离后，污水中的污

染物浓度仍然很高，而分离出的固体物养分含量低，肥料价值低。水

泡粪是在畜禽舍内的排粪沟中注入一定量的水，将粪、尿、冲洗和饲

养管理用水一并排放至漏缝地板下的粪沟中，贮存一定时间，待粪沟

填满后，打开出口，沟中的粪水排出的清粪工艺。垫料清粪主要用于

奶牛养殖产业及家禽养殖产业，通过将畜禽养在稻壳、木屑、作物秸

秆粉等垫料层上，平时不清除粪便，粪便在垫料中发酵产热，待养殖

的畜禽出栏后，再将垫料进行清理。

吕梁市目前规模以上养殖场大部分采用干清粪工艺，占比为 88.5%；

其次采用水冲粪较多，占到了 7.6%；水泡粪和垫料养殖使用较少，分

别为 2.4%和 1.2%。生猪养殖大多采用干清粪，少数使用水冲粪和水泡

粪。牛羊粪便较干燥，清粪难度小，绝大多数采用干清粪。肉禽饲养

周期较短，均采用干清粪方式；蛋禽养殖则多使用干清粪方式，少部

分采用水冲粪、水泡粪和垫料。

表 4-5规模养殖场清粪方式统计表

清粪方式 生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羊

干清粪 71.30% 100.00% 100.00% 95.60% 100.00% 100.00%

水冲粪 20.30% 0.00% 0.00% 1.60% 0.00% 0.00%

水泡粪 6.40% 0.00% 0.00% 0.50% 0.00% 0.00%

垫料 1.80% 0.00% 0.00% 2.10% 0.00% 0.00%

粪污运输除文水县之外，其余各县市区暂时没有专业运输车辆，

粪污运输过程可能存在抛洒和臭味逸散的问题。

4.3.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系统统计，2020年全市畜禽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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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用量 552.2万吨，其中：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量 153.9万吨，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69.9%，规模以下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量 338.8

万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8.6%，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委托处理量

62.6万吨，委托资源化利用量 59.5万吨，委托资源化利用率 95%，除

委托资源化利用外，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 79.25 %。

吕梁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企业主要有 9家，其中有机肥厂 2家、

集中处理站 1 家，科技类公司 6 家。2020 年全年收集粪污总量 67.84

万吨，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8.59%。

表 4-6吕梁市粪污资源化利用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单位名称
全年粪污收

集总量（吨）

粪污资源利

用总量（吨）

粪污综合利

用率（%）

文水县 山西喜洋洋有机复合肥有限公司 310563 280003.6 90.16

兴县 兴县丰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100

中阳县 中阳县润禾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800 7800 100

中阳县 暖泉镇畜禽粪便集中处理站 13260 13260 100

孝义市 山西泽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9453 9453 100

孝义市 孝义市田地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3904 193904 100

孝义市 孝义市百野丰有机肥料有限公司 2168 2168 100

汾阳市 山西粮缘金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677 66540 98.32

汾阳市 山西施能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580 13418.4 98.81

合计 678405 668839.5 98.59

4.3.3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情况

病死动物尸体是重要的传染病污染源。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以及动

物饲养场本身的正常生产经营有严重的危害，多项政策和规定不允许

随地抛弃。对于病死动物，则应立即从饲养场用专用运输车辆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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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吕梁市从 2017年至 2020年共建立

三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分别是文水县呈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交口益渡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和汾阳市中和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吕梁市病死动物全部由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采取高温化制方式进

行无害化处理。

4.4禁养区划定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是促进全市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

养殖产业布局、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重大战

略举措，也是稳定畜禽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吕梁市于 2017

年完成了全市禁养区的划定工作，并于 2019年进行自查调整。

调整后全市畜禽养殖禁养区细分为 281片面积为 1170.24km²，其

中：方山县 14片 92. 6158km²、岚县 19片面积 6.1789km²、中阳县 23

片面积 118. 358 km²、交城县 14片面积 41. 8826 km²、交口县 12片面

积 13. 6735km ²、临县 25 片面积 110.7989km²、文水县 45 片面积

17.6503km²、石楼县 12片面积 161.2437km²、离石区 7片面积 145.231km

²、孝义市 26片面积 55.54km²、汾阳市 34片面积 23.0366km²、柳林县

13片面积 93.568km²、兴县 27片面积 290.466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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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吕梁市禁养区划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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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种养结合现状

2020年吕梁市农作物种植面积 51.35万公顷。粮食种植面积 33.01

万公顷，占比 64.3%，产量 101.2万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2.04万公顷，

占比 4%，产量 9653.69吨；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 0.87万公顷，占比

1.7%，产量 20.69万吨；瓜果类种植面积 0.06万公顷，占比 0.1%，产

量 1.17万吨；中草药材种植面积 1.18万公顷，占比 2.3%，产量 4025

吨；园林水果种植面积 5.04万公顷，占比 9.8%，产量 25.16万吨；食

用坚果种植面积 9.07万公顷，占比 17.7%，产量 4.6万吨；设施蔬菜种

植面积 0.05万公顷，占比 0.1%，产量 2.3万吨。

经环境承载力核算，农用地各作物畜禽粪肥需求总量为 3.01万吨。

吕梁市各县区现有土地可承载猪当量为 641.26万头，土地可承载猪当

量的阈值为 513.01万头，现有畜禽养殖猪当量为 242.19万头，现有畜

禽养殖猪当量占吕梁市全部耕地可承载猪当量的 38%。因此，从全市

范围的土地承载力来看，满足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的需求，现有耕地

能够全部消纳畜禽养殖所产生的全部粪污量。

4.6存在的问题

（一）畜禽养殖结构不合理

目前吕梁市有养殖场（户）共计 4万多家，其中规模养殖场只有 3

千多家，养殖规模化比例较小，产业化发展潜力有限。养殖方式除大

型养殖场外，其余仍以传统养殖方式为主，科技化水平不高。畜禽养

殖空间分布仍以个别县市为主，未形成区域化发展模式。

（二）污染防治技术有待提升

当前吕梁市畜禽养殖污染源头减排方面雨污分流、固液分离等技

术模式尚未普及，养殖用水量和污水产生量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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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发酵床、微生物处理、臭气控制等技术模式未得到

大面积推广，对于推进污染物氮磷和臭气的减排工作不利。

（三）粪污利用水平仍需提高

虽然吕梁市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较高，但是粪污

综合利用率只有 70%左右，粪肥还田利用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养殖散

户方面，由于自身“分布面广、养殖量小”的特点，给管理带来很大

难度，且大部分未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粪污处理及利用水平普遍

较低。粪污集中收集场所和粪污无害化处理场所规模小，不利于粪污

资源化利用。

（四）还田利用方式亟待完善

目前吕梁市粪肥还田方式仍然比较粗放，固体粪肥以人工撒施为

主，液体粪肥以漫灌、沟灌等方式为主。畜禽粪肥还田利用监测体系

不完善，监测制度不健全，信息化监管和服务手段缺乏，难以管控粪

肥质量和利用量。

（五）粪污运输及撒施设备不足

目前吕梁市粪污转运除文水县外，其余各县均未配置专业粪污运

输车辆，普通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抛洒、臭味逸散等问题。粪

肥还田撒施仍以传统人工方式为主，机器化撒施尚未普及。

（六）种养结合程度不够紧密

当前吕梁市种养主体分离、种养规模不匹配、种养结合不紧密问

题依然突出，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第三方社会化服务

组织管理不规范，资源化利用机构规模小，对接种养主体的桥梁纽带

作用发挥有限。

（七）畜禽养殖环境监管与执法能力依然薄弱

畜禽养殖行业存在门槛低、分布广、数量多等特点，从业人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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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识不强，导致部分畜禽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

执行不到位，治污设施未达到预期效果，污水、粪便和恶臭等监督性

监测未实现全覆盖，日常环保执法监管不到位。

5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要任务

按照国家和省“十四五”期间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目标，结合吕梁

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科学提出“十四五”期间吕梁市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

（1）优化种养布局、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方式转变，大力发展产业

化经营模式，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2）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源头控制，加强畜禽养殖户污染治理，严

格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严格环境准入，控制畜禽源头污染，持续深

入推进重点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3）优化完善粪污处理和利用，大力推进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标准化建设，推行畜禽粪污多元化利用，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科技及装备支撑。

（4）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示范与推广，加强污染防治实用

技术研发与示范，建立技术推广与服务体系。

（5）建立畜禽养殖污染长效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执法监管机制，

督促养殖场自主环境管理，完善台账管理制度，提升畜禽养殖环境管

理智慧水平。

（6）培育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完善畜禽粪污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全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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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点工程

根据吕梁市经济发展规划，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的目标和主

要任务，提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等设施建设重点工程。主要包含畜

禽养殖空间优化工程、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建设工程、养殖场（户）

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提升工程、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利用工程、畜禽粪

污转运及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田间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监管体系

建设工程，共七大类工程。通过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吕

梁市畜禽污染防治水平，加快高效生态养殖业的建设，提高污染物资

源化利用能力，逐步实现吕梁市的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目标。

表 6-1吕梁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重点工程汇总表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1

畜禽养殖空间优

化工程

禁养区规模以

上养殖场（户）

动态清零工程

针对禁养区，强化动态监控，持续巩固动态清

零规模以上养殖场（户）。严格监控禁养区内

规模以下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变化情况，对于升

级为规模以上的，及时启动异地搬迁。对于禁

养区、限养区内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户），

各县市区要综合考虑养殖成本、设施建设成本

等因素，对需依法关闭或搬迁的畜禽养殖场

（户）进行损失评估，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2
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建设工程

畜禽养殖示范

建设工程

在畜禽养殖重点县区内分别遴选 5 家生猪、1
家肉牛、1家肉羊、3家家禽领域新（改、扩）

建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为示范点，按照标准

化、现代化的要求，推广自动清粪、自动环控、

自动饲喂、粪污资源化和污水臭气污染零排

放，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生态养殖示范区，推

进现代化养殖、标准化治理、科学化利用。

3

规模以上养殖场

（户）畜禽粪污

处理设施提升工

程

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升

级改造工程

根据《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

术指南》（农办牧〔2022〕19 号）文件，按

重点治理、分期推进原则对文水、交口、临县、

汾阳、中阳、兴县等重点县区畜禽粪便污水储

存设施“三防”能力不达标的畜禽养殖场（户），

实施雨污分流，以及“防渗、防溢、防雨、无

排污口”粪便污水储存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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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雨污分流设施、干粪堆积棚、储液池、

沼气池、全自动智能化粪污处理成套设备、固

液分离机、粪液抽取机等。

畜禽粪污贮存

设施建设工程

根据《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

术指南》（农办牧〔2022〕19 号） 要求，畜

禽养殖场（户）建设畜禽粪污暂存池（场）的，

液体粪污暂存池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液体粪

污日产生量（立方米/天·头、只、羽）×暂存周

期（天）×设计存栏量（头、只、羽），固体

粪污暂存场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固体粪污日

产生量（立方米/天·头、只、羽）×暂存周期（天）

×设计存栏量（头、只、羽），暂存周期按转

运处理最大时间间隔确定。畜禽粪污暂存池

（场）可使用黑膜铺设和覆盖并增加畜禽粪便

臭气处理设备。

4

规模以下养殖户

粪污转运及集中

处理中心建设工

程

养殖散户粪污

处理设施升级

改造工程

对于有固定场所的猪、牛、家禽养殖散户，指

导建设粪污收集场地，配套建设“三防”设施，

最终实现养殖户每日将产生的粪渣进行集中

堆放，通过分户收集、集中处理的方式，解决

散养密集区粪污处理问题。

粪污转运设备

购置畜禽粪污密封转运车 80 辆，委托第三方

或农户统一进行粪污的收储转运。投资估算为

20万/辆。

散养畜禽养殖

粪污收集处理

工程

针对不具备自行建设粪污收集处理设施的散

户，新建散养畜禽粪污收集点

畜禽养殖粪污

中转站工程

在畜禽粪污产生量较大的文水、孝义、交口等

县区建设畜禽养殖粪污中转站

粪污资源化利

用区域处理中

心

坚持分散收集、集中处理，在散养密集区建设

区域集中处理中心

5
畜禽粪污资源化

循环利用工程

畜禽粪污资源

化综合利用生

产有机肥项目

在文水、交口、孝义新（改、扩）建 3个畜禽

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生产有机肥项目

畜禽粪污资源

化综合利用生

物质燃料项目

在文水、交口、临县等县区新建 7个生物质燃

料项目，将畜禽粪污通过技术手段生产为生物

质能源，生产为有机肥，并进行外销，增加环

境容量，实现对畜禽粪污的消纳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

6
田间配套设施建

设工程

田间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

在畜禽养殖规模较大的重点县区、养殖区域科

学规划建设田间粪污暂存设施、运送管道、配

置运输罐车、固态肥抛撒机、液态粪肥撒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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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施肥泵等粪污还田设施。

7
监管体系建设工

程

畜禽养殖信息

化管理平台

建设畜禽养殖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全面、动

态掌握全市畜禽养殖污染源分布、主要污染物

排放、废弃物综合利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环境管理相关制度执行等情况。配套必要的软

硬件系统、屏显系统，网络设备，养殖场户智

能传输系统等硬件，对养殖类别、规模、粪污

产生量、清粪方式、水资源利用、粪肥质量、

粪肥利用率、养殖区域及周边环境质量、农田

土壤质量信息数据进行管理、统计和分析，提

供粪污监测预警信息，为养殖业监管部门提供

决策支持。

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监管体

系建设

制定粪污防治与资源化利用制度、养殖和污染

防治台账制度、养殖管理和审批制度、粪肥产

品检测制度

畜禽养殖业环

境监测体系建

设

在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基础上，完善畜禽

养殖环境管理信息。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技术，探索养殖企业生产管理数据与行政

管理平台数字化对接。推进重点养殖场及配套

设施安装在线监控系统，针对养殖场（户）的

雨污分离液体排放、臭气排放等情况进行实时

监控，并接入地方行政监督综合管理平台。

7保障措施

为实现“十四五”期间吕梁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目标，《规划》

从政府领导、政策支持、监督管理、技术支撑、社会宣传五个方面提

出保证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2）严格考核目标，狠抓监督管理；

（3）加大政策支持，拓宽资金渠道；

（4）强化技术支撑，发挥示范作用；

（5）加强多维宣传，营造治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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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规划》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本《规划》由文本、附表、附图三部分组成。

（一）规划文本。《规划》文本参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

制指南（试行）》编制内容进行编写，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分别为

总则、区域概况、指标及目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要任务、重点工

程、工程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和保障措施。

（二）规划附图。主要包括吕梁市行政区划图、吕梁市地形图、

吕梁市水系图、吕梁市耕地地力等级分级图、吕梁市规模养殖场分布

图、吕梁市畜禽养殖户分布图、吕梁市禁养区分布图、治理养殖户范

围图、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布局图、种养结合定向消纳空间布

局图等 10张附图。

（三）规划附表。主要包括吕梁市规模养殖场基本信息及粪污肥

料化利用配套土地面积统计表、规划期内拟整治畜禽养殖场户清单、

吕梁市规模养殖场粪污产生情况统计表、吕梁市各县区种植物产量统

计表、吕梁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重点工程汇总表等 5张附表。

最终形成《吕梁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

（报审稿）。

9有关意见及修改说明

本《规划》经过各部门征求意见及专家评审论证，根据各部门及

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9.1各部门征求意见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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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各部门征求意见汇总表

单位 序号 意见 修改说明

吕梁

市财

政局

1

6.3资金筹措，第一段修改为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建设和运维资金来源依据“谁污

染谁治理”原则，养殖场（户）自筹为

主，政府适当补贴为辅。同时，将粪污......
市场化运作，鼓励和引入社会资金投

入。”

已修改，见正文 P93页。

2

6.3资金筹措，第二段修改为“资金投入

的基本原则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环境

政策引导两个方向，引导企业和社会资

本投入为主，财政可对公益性 PPP项目

资本金或可享受相关政策规定的利息补

贴给予适当补助。强化引导、约束、扶

持，依靠企业自身和社会资本解决发展

和环境的问题，强化系统性政策约束，

以机制体制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

已修改，见正文 P93页。

3

6.3资金筹措，第五段建议将“地方财政

资金投入。吕梁市及各区县......由养殖场

（户）出资为主，财政视项目获批情况

给予补贴。”删除，修改理由：依据“谁

污染谁治理”原则，粪污处理属企业或

个户行为，且属于收益性项目，实行市

场化处理为好。

已修改。在第四段“社会资本投入”

增加内容：“区域性畜禽粪污集中

处理中心建设和管护等关键环节

出台扶持政策”。第五段“地方财

政资金投入”内容已修改为“重点

瞄准公益性环境改善项目，以减少

区域养殖污染排放、改善区域环境

为核心、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给予

专项奖励性补助。同时强化财政资

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财政视项

目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补助”。

吕梁

市发

展和

改革

委员

会

1

建议将本规划分为规划文本和编制说明

2个文本，规划文本尽量简化分析、测

算、依据等非工作任务内容，总体应以

背景、现状、问题、成绩、指导思想、

指标、重点工作任务、主要工程项目、

保障措施为框架，附拟实施项目清单。

其余部分作为单行说明文本，从而减少

规划的篇幅，使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体例区分开来。

本规划参照指南，已分为规划文本

和编制说明 2个文本。规划文本已

简化分析、测算等非工作任务内

容，总体以总则、区域概况、指标

及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工

程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

和保障措施为框架。其余部分包括

规划编制背景、目标分析、与相关

规划的衔接情况、有关意见及修改

说明等内容在《编制说明》体现，

减少了规划文本的篇幅，可与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体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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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专家意见及修改说明

表 9-2 专家意见汇总表

序号 意见 修改说明

1

规划第 23页“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

按照山西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规模相

关标准确定。

已修改。2.4.1养殖规模划定及依据，第一段内容

修改为“根据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规

模标准》的通知（晋农生态畜牧发〔2017〕2号）

确定山西省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生猪出栏量

≥500 头，蛋禽存栏量≥10000 羽，肉禽出栏量

≥50000羽，奶牛存栏≥100头，肉牛出栏量≥50头，

肉羊出栏量≥300只。其他畜种规模参照执行”，

见正文 P25页。

2

规划第 87页表 6.2-1，“畜禽养殖示范

建设工程”中生猪、肉牛、肉羊、家

禽在各市县（区）的自动化程度不一，

考虑重点县的畜禽养殖现状和未来发

展规划，体现侧重点；进一步核实重

点工程的项目数以及投金额。

已修改。“畜禽养殖示范建设工程”的建设内容

修改为“在畜禽养殖重点县区内分别遴选 5家生

猪、1家肉牛、1家肉羊、3家家禽领域新（改、

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为示范点”，通过和

农业农村局、环保局等部门对接核实，将项目数、

投资额进行了调整。见正文 P91页。

3

规划第 87页表 6.2-1，“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程”需要结合

吕梁市目前重点县如文水县的特殊地

形以及黑臭水体较多的现状，同时考

虑区分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散户的粪污

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已进行修改。“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升级改

造工程”结合重点县区实际情况，将建设内容修

改为“按重点治理、分期推进原则对文水、交口、

临县、汾阳、中阳、兴县等重点县区畜禽粪便污

水储存设施“三防”能力不达标的畜禽养殖场

（户）......工程内容包括雨污分流设施、干粪堆积

棚、储液池、沼气池、全自动智能化粪污处理成

套设备、固液分离机、粪液抽取机等。”

增加“养殖散户粪污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程”，

建设内容为“对于有固定场所的猪、牛、家禽养

殖散户，指导建设粪污收集场地，配套建设“三

防”设施，最终实现养殖户每日将产生的粪渣进

行集中堆放，通过分户收集、集中处理的方式，

解决散养密集区粪污处理问题”。见正文 P91页。

4

规划第 87页表 6.2-1，“田间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需要结合各县（区）的地

形地貌，因地制宜，如具备条件的县

（区）可以实现管道运输。

已进行修改。结合重点县（区）的地形地貌特点，

“田间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的建设内容修改“在

畜禽养殖规模较大的重点县区、养殖区域科学规

划建设田间粪污暂存设施、运送管道、配置运输

罐车、固态肥抛撒机、液态粪肥撒施机远距离施

肥泵等粪污还田设施”。见正文 P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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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规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修改，如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因特殊

原因需要对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或修改，须按照法定程序报经原批准单

位批准。同时围绕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在粪污资源化利

用、种养结合等领域，鼓励各县（市、区）编制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

本《规划》由吕梁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10.1关于数据采集的说明

本《规划》关于畜禽养殖相关数据来源于吕梁市农业农村局直连

直报系统，种养结合数据来源于吕梁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此两方

面数据与 2020年统计年鉴中汇报的数据有出入。经过与吕梁市农业农

村局沟通，对方认为市局所提供的数据更加接近实际情况，所以本《规

划》采用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作为测算基础。

10.2关于禁养区划定情况的说明

本《规划》关于禁养区划定情况的数据，为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提

供的最新数据，由于对方无法提供矢量数据，所以关于禁养区划定情

况无法呈现准确区域，本《规划》采用标注的方式加以说明。

10.3关于土地承载力与规模养殖场配套土地面积测算方法的说明

本《规划》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采用《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农

办牧〔2018〕1号）》中计算办法，即：

区域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等于区域植物粪肥养分需求量除以单位

猪当量粪肥养分供给量（以猪当量计）。



吕梁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编制说明

35

规模养殖场配套土地面积等于规模养殖场粪肥养分供给量(对外销

售部分不计算在内)除以单位土地粪肥养分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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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关于吕梁市各县市区土壤氮养分含量确认的说明

本《规划》关于吕梁市各县市区土壤氮养分含量的数据来源于各

类研究报告，查询结果如下表：

地区
主要土壤类

型

全氮

(g/kg)
数据来源

吕梁市 0.68
丁玉川,焦晓燕,聂督,程滨,赵瑞芬,刘平.山西农田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分布特征及其与土壤化学

性质的关系[J].自然资源学报,2012,27(02):311-321.

方山县 沙壤土 0.74 曹远博. 晋西黄土区土壤微环境调控措施及效应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7.

汾阳市 黄绵土 1.07
梁晓红,曹雄,张瑞栋,刘静,王爱爱.不同高粱大豆间作模式对产量及水分养分利用的影响[J].华北

农学报,2021,36(03):174-184.

孝义市 褐土、潮土 0.33 温亮. 不同施肥方式对矿区复垦地土壤呼吸的影响[D].山西大学,2012.

文水县 褐土、潮土 0.123 张佳. 不同肥力条件下春玉米氮素优化技术研究[D].山西大学,2013.

中阳县 灰褐土 0.81 董璐. 施肥对干旱胁迫下不同抗旱性苦荞品种生理生态及产量的影响[D].山西师范大学,2019.

石楼县 黄绵土 0.5
樊兰英,闫丽娟.省域尺度油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土壤养分关系研究[J].林业科

技,2018,43(06):14-16.

交城县 褐土 0.44
樊兰英,闫丽娟.省域尺度油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土壤养分关系研究[J].林业科

技,2018,43(06):14-16.

交口县 0.18
高亮,张俊生,侯冠玲,陈华.腐植酸在设施番茄无土栽培基质上的应用研究[J].腐植

酸,2018(01):35-40+44.

柳林县
草甸土、灰

褐土
0.71 丁伟. 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立地类型欧李适应性调查与评价[D].山西农业大学,2017.

岚县 褐土 0.75
樊兰英,闫丽娟.省域尺度油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土壤养分关系研究[J].林业科

技,2018,43(06):14-16.

临县 灰褐土 1.38
樊兰英,闫丽娟.省域尺度油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土壤养分关系研究[J].林业科

技,2018,43(06):14-16.

离石区 黄绵土 1.12
赵宇.施氮肥模拟氮沉降对油松天然次生林土壤特性的短期影响[J].防护林科

技,2020(12):18-20.

兴县 褐土 0.5
樊兰英,闫丽娟.省域尺度油松人工林生产力与土壤养分关系研究[J].林业科

技,2018,43(06):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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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关于工程投资估算的说明

本次规划项目参照《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市政工程

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投资项目可

行性研究指南》、《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

行）》和《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进行投资估算，并考

虑吕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际。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类型多样，涉及养殖场的规模大小不一，

养殖种类不同、治理设施各异。因此本次规划采用平均投资指标估算

法，即从大量不同类型项目中，分类选出有代表性的典型工程，结合

职能部门预算估价、第三方市场预算报价等综合估算出每个典型工程

投资，据此估算不同类型项目投资和规划总投资。

基于此，吕梁市拟实施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畜禽粪污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及田间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畜禽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程，共计投资 28.9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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