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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64/T702-2011）于 2011

年印发实施，近年来，国家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领域的政策导向发生

较大调整，畜禽养殖产业污染防治由之前的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

以前端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生产周期的环境管理，高度重

视畜禽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突出农业产业内部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实现畜禽养殖粪污“以用促治”。当前，《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技术规范》（DB64/T702-2011）已经不能满足自治区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技术管理需求，亟待结合最新政策导向和污染防治技术要求进行

修订。2022 年 5 月受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生态环境部

环境发展中心承担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以下简称《技术规范》）修订工作。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2.1 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

必然选择 

宁夏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总体上存在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弱等突出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视察宁

夏指示精神，2020 年宁夏启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2021 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改委员印发《<支持宁夏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发

改地区[2022]654 号），11 个国家部委出台 7 个支持性政策文件，全

面支持宁夏开展先行区建设。2022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党

代会，明确要切实担当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使命任务，通过先行先试，增强宁夏黄河流域生态绿色发展活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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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宁夏答卷”。《技术规范》的修订是

落实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细化

落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内容。 

2.2 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必然选择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党代会明确要求把乡村建设摆在美丽

新宁夏建设的重要位置，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绘就塞上“富春山居图”。 

建设美丽新宁夏，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不容忽视。而畜禽养

殖是宁夏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十三五”末宁夏畜牧业产值达

248.4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5%，为宁夏实现全面脱贫发挥了重要

作用。现阶段，农村畜禽养殖散养养殖量虽然占比不高，但是散养户

数量不容忽视，部分区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散养密集区，

“十四五”宁夏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绕不开规范农村畜禽养殖

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因此结合现阶段的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的

需求，开展《技术规范》的修订正当其时。 

2.3 是推动宁夏畜禽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十三五”末，全区奶牛存栏 57.38 万头、肉牛存栏 120.65 万

头、肉羊存栏 596.11 万只，生猪存栏 90.02 万头，家禽存栏 1181.82

万只，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十分突出。全国二污普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自治区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已高于工业，成为全区

主要污染来源。“十三五”末，全区年畜禽粪污产生量约 4600 多万

吨，治理难度大，治理技术如果简单采用工业达标排放模式，一次性

投入大，运行成本高，畜禽养殖业难以承受，因此出现污染防治设施

逢检运行或闲置，畜禽养殖粪污投诉频发等问题。宁夏生态环境脆弱，

“十三五”末各地畜禽养殖量和土壤环境承载能力对比显示，灵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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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区等区域畜禽养殖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产业

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自治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2021-2025 年）》显示到 2025 年，全区各类畜禽养殖总规模仍将

大幅增加，其中奶牛存栏将达到 100 万头，肉牛饲养量将达到 260 万

头，滩羊饲养量将达到 1750 万只，生猪饲养量将达到 208 万头，家

禽饲养量将达到 3000 万只，各类畜禽种类养殖规模增幅分别为 74%、

35%、43%、10%和 17%，届时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压力更加严峻。现

行的《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64/T702-2011）主要关

注粪污处理模式和工艺，在“十二五”“十三五”引导畜禽养殖污染

单位开展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为保

障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国家大力推动种养结合，畜禽养殖产业污染防

治从末端污染治理，转向以种养结合为导向，全流程污染预防与治理，

注重前端污染预防（减排）、中端污染治理及末端综合利用，推行“以

用促治”，资源化利用不了时再考虑达标排放。为保障“十四五”及

今后自治区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适时启动《技术规范》的

修订势在必行。 

2.4 是提升宁夏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能力的必然选择 

宁夏畜牧兽医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从数量上看，

全区有 1046 个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纳入统计范围的畜禽养殖户

有 40.7 万户；从规模化和非规模化占比看，全区奶牛、蛋鸡、肉鸡、

生猪和牛肉规模化养殖比例分别为 92.5%、57%、66.8%、44.7%、8%；

从区域上看，局部地区形成散养密集区。在养殖配套产业方面，全区

有 93 家专业从事有机肥生产的机构，商品有机肥设计产能约 260 万

吨。这些畜禽养殖及相关单位遍布全区 5 市 22 个县区，且主要在农

村地区，自治区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人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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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针对畜禽养殖单位监管环节、监管内容、监管要求、监管

尺度等截至目前均没有系统规范，总体上存在监管对象数量大、范围

广、监管难度大等突出问题。开展《技术规范》修订，加强和规范畜

禽养殖全生产周期污染防治技术的规范，是提高自治区畜禽养殖行业

环境管理精准性和监管效能的迫切需求。 

2 标准修订原则、路线及相关人员 

3.1 修订原则 

结合实际、科学制定。以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有关畜禽养殖的

环境管理政策文件为指导，对国内外畜禽养殖业相关的污染控制技术

和工程实例进行大量调查，充分考虑畜禽养殖行业特点，以及国家和

宁夏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控制水平和环境管理水平等实际情况，遵循畜

禽养殖业的发展规律，始终体现科学性、指导性和可行性，将经济技

术可达作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确定的重要依据，把经过工程实

例证明的成熟、可靠、经济的处理工艺和管理要求纳入本标准中。 

循环发展、综合利用。资源化利用是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后的最

优出路，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最新的环境保护要求，立足畜禽养殖

粪污的资源化和循环利用，以农用有机肥和能源化为主要利用方向，

坚持种养结合、农牧结合、林牧结合等的原则，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健

康循环发展。 

统筹衔接，技术提升。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涉及环保、畜牧、

动物防疫、农业等相关领域，具有跨部门、跨行业的特点，因此标准

制定时一方面要与相关部门进行充分对接，考虑各部门的需求，同时

要综合考虑与其他行业相关标准的衔接和协调，保证标准的一致性；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和循环利用为立足点，

全面梳理宁夏畜禽养殖业现行的污染防治技术，充分考虑新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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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将一些新的污染防治技术及产业发展要求纳入到标准中，以促进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的提升。 

3.2 技术路线 

 

3.3 参加标准修订的单位和人员 

贾小梅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高工 

刘海东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正高 

杨军香  全国畜牧总站 研究员     

闫景明  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任学蓉  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 

纪立东  宁夏农林科学院  副研究员 

王德全  宁夏大学  副教授 

毛春春  宁夏畜牧工作站  中级畜牧师 

张婧雯  宁夏畜牧工作站  中级畜牧师 

刘  超  宁夏畜牧工作站  初级畜牧师 

3.4 工作过程 

3.4.1 组织专题研究 

编制组于 2021 年承担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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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规范研究课题，通过课题对全区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及“十

四五”发展目标及趋势，畜禽养殖产业污染治理现状及问题，畜禽养

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及问题等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形成课题研究

报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

理办法》《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规范》等系列成果。结合已

有研究成果，编制组在承担《技术规范》修订工作后，结合我国近年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要求、产业发展政策技术导向等，对宁夏畜禽

养殖产业污染环节、污染源头预防情况、种植业和养殖业基本情况、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潜力及问题、环境监测及监管等开展了深入研

究，为本标准的修订奠定了基础。 

3.4.2 开展现场调查座谈 

编制组开展了资料查阅和现场调研。其中，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的协助下，赴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

市 5 市，与地方企业、养殖户、市县两级环境管理及畜禽养殖行业主

管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对全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工艺、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情况及问题、资源化利用现状及问题、监测监管现状及难点

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编制组广泛收集分析了国内外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政策、标准、技术模式规范等，对《技术规范》修订工作

主导方向进行佐证，为标准修订工作明确了主导方向。 

3.4.3 编制阶段 

根据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导则，在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相互协调的基础上，结合调研了解的宁夏畜禽养殖产业发展及环境管

理现状，因地制宜确定标准的技术导向及具体内容，最终完成标准文

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行业管理部门、环境管理部门、

企业、科研院所等行业代表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形成《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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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送审稿。 

3.4.4 审查报批阶段 

提交《技术规范》（修订）及编制说明进行专家技术审查，根

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由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后报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审议后正式批准发布。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4.1 本标准与现行标准相比的变化情况 

一是在标准覆盖范围上进行了拓展。鉴于现阶段，宁夏畜禽养

殖企业规模、类型的多样性，标准在范围上进行了拓展，覆盖各种规

模的畜禽养殖单位和专业从事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单位，实现

相关产业全覆盖。 

二是将污染防治从关注末端治理，拓宽到畜禽养殖全流程。修

订稿将污染防治技术关注点从末端粪污治理技术的规范，延展到畜禽

养殖前端的（选址布局、饲养管理）污染预防、中端的（粪污贮存）

防治、末端（处理处置）以及日常运行期间的监测及设施运行管理，

为养殖单位明确了各环节的主要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同时也为监管明

确了监管内容和要点。 

三是强化突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规范引导。相比

现行技术规范，修订后的标准充分吸纳近年来国家在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领域的最新政策要求，更加突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

性，系统明确了如何规范开展资源化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畜

禽养殖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四是在标准框架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在标准框架结构设置上，

充分结合现阶段畜禽养殖流程及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J/T81-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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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结构内容，标准结构设置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总体要求、选址与场区布局、饲养环节污染预防、粪污收

集与贮存、污水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利用、

废气治理、污染物监测和运行管理及附件 12 部分。 

4.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2.1 选址与场区布局 

4.2.1.1 选址要求 

畜禽养殖场场址选择关系到养殖场建成后与周边环境和人群的

相互影响，畜禽粪便就地消纳的可行性、畜禽养殖场运营基础条件及

自身的发展需求等情况。通过对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

分析和归纳概括，标准确定选址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了有利于农、林、牧结合，实现畜禽养殖粪污或污水就

地消纳的可行性，也有利于畜禽养殖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等，明确选

址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地方总体规划和环境审批管理要求，宜选择靠

近农业种植区。 

（2）应避开法律规定的禁养区。 

（3）明确禁建区附近开展畜禽养殖或畜禽粪污处理等建设活动

的选址要求。 

4.2.1.2 场区布局要求 

标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场区布局要求： 

（1）为了确保从场区总体规划布局合理，明确畜禽养殖场（小

区）场区布局应按照《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

的设计规定执行。 

（2）鉴于畜禽养殖场各类环保设施是主要污染物的重要产生源，

为了确保从源头科学布局，尽可能减少污染，对环保设施的具体平面



 

 9 

布置提出相应要求：即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保护设施平面布置以

畜禽养殖废水处理利用、粪便处理利用、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等

系统为主体，其他附属设施按处理工艺流程合理安排，方便运维。 

4.2.2 饲养环节污染预防 

畜禽养殖粪污排放量与饲养管理水平密切相关。饲养环节污染

预防总体上本着从预防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出发，通过从饲养源头加强

饲料配方管理水平，提高畜禽对饲料营养物质的利用率，以减少污染

物排放和恶臭气体产生。标准明确提出饲养管理应执行《饲料卫生标

准》（GB 13078-2017），保障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环

境安全。饮水方式和饮水器的选择对废水的产生量影响较大，通过采

用节水型用水设施，减少污水产生量，同时应根据用水水质要求实现

废水梯级利用，减少污水排放量。 

4.2.3 粪污收集与贮存 

粪污收集与贮存是畜禽养殖污染减量化、无害化的基础。根据

国家及行业对畜禽养殖粪污收集贮存的相关要求，结合宁夏畜禽养殖

粪污现状，从粪污收集和贮存两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技术要求。 

4.2.3.1 粪污收集 

鉴于宁夏水资源限制，以及“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提倡干清

粪工艺。标准明确提出畜禽养殖场（小区）根据养殖种类和规模，应

分开收集污水与粪便。畜禽养殖场（小区）应采用干清粪工艺，逐步

淘汰水冲粪、水泡粪工艺。同时，鉴于不同畜种日产排粪污量不同，

标准明确畜禽养殖场（小区）应保持合理的清粪频次，养殖粪污应及

时清理，收集运输过程应采取防扬撒、防溢流、防渗漏等措施，防止

环境污染。同时要求，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水收集应配套管道密闭

收集，避免通过敞口沟渠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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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粪污贮存 

为了便于畜禽养殖场（小区）根据企业情况开展粪污利用，应

配套建设专门的粪污贮存设施，开展液体粪污、固体粪污或全量粪污

贮存。依据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

（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的通知》（农办牧[2022]19 号），

标准明确畜禽粪污贮存设施建设应按照《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

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执行，并给出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积计算公式及

相关参数。同时规定贮存设施结构应符合《给水排水工程建构物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69-2002）的规定，贮存设施易腐蚀部位应满足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2018）的要求。明确粪污

贮存设施与各类功能地表水体距离不得小于 400m。 

4.2.4 污水资源化利用与处理 

4.2.4.1 畜禽养殖废水的一般规定要求 

结合宁夏畜禽养殖污水难处理，设施运行难等问题，重在推动

污水资源化利用，实现“以用促治”的治理目标。标准对畜禽养殖污

水污染防治的模式选择、污水处理后的排放去向及要求提出相应的要

求，以规范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处置。 

一是在污水处理技术模式选择方面，畜禽养殖污水有机污染物

及氨氮浓度较高，进行必要的厌氧、好氧处理工艺降低废水中的有机

物、氨氮浓度是首要的，而尾水的去向则决定了污水处理目标和处理

技术模式。鉴于宁夏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要保障畜禽养殖产业继续

扩大产能，必然要推进畜禽养殖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污水处理处

置必须以畜禽养殖废水的减量化、无害化及资源化为重点，优先考虑

废水的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因此，标准提出宁夏畜禽养殖污

水防治可采用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其中资源化利用宜优先采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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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消纳、肥料化利用、沼气能源利用。不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时，

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是在畜禽养殖污水资源化利用方面，采用还田利用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应配套建设肥水贮存、输送和配比设施，在农田施肥和

灌溉期间水肥一体化施用，不应设置排污口。没有足够消纳土地的畜

禽养殖场（小区），应委托畜禽粪污处理场（站）处理。 

三是在畜禽养殖污水排放方面，标准明确畜禽养殖污水排放应

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及排污许可

管理要求。经处理后尾水用于农田灌溉的，出水水质应符合《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的规定。经处理后尾水用作液态肥还

田的，应符合《沼肥》（NY/T 2596-2022）的标准规定。 

4.2.4.2 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处置 

（1）污水无害化处理处置 

鉴于畜禽养殖污水利用的安全性，养殖污水处理处置优先要进

行无害化处理，标准优先明确畜禽养殖污水无害化处理宜采用厌氧处

理工艺，无害化处理后的卫生学指标应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7959-2012）的规定。 

（2）规模化和非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处置 

①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处置 

一是对采用土地生态消纳或肥料化利用的养殖场（小区），标

准明确应配套相应数量的土地消纳粪污，按照《畜禽粪水还田技术规

程》（NY/T 4046-2021）要求进行处理利用。 

二是对采用沼气能源利用的养殖场（小区），标准提出应建设

沼液及沼渣贮存设施、储气设施、沼气净化设施及输配气系统等配套

设施，按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NY/T 122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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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沼液（沼渣）还田利用应按照《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 

2065-2011）规定执行。 

三是对采用污水达标排放的养殖场（小区），宜选用脱氮除磷

效率高的“厌氧+好氧”生物处理工艺，按照《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

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HJ-BAT10）执行。 

②非规划化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处置 

结合宁夏现阶段畜禽养殖户养殖规模小、废水产生量不大的特

点，污染防治应首要考虑种养结合，即以利用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中

的物质可作为农田作物或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实现生态消纳，促进

畜禽养殖业与种植业间生态生产链的发展，实现污水尽可能资源化利

用。标准明确要求畜禽养殖户污水应就地就近处理利用，按照《沼肥》

（NY/T 2596-2022）和《畜禽粪水还田技术规程》（NY/T 4046-2021）

的规定执行。 

4.2.5 固废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4.2.5.1 固废粪便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等植物必需的营养物质，

还含有各种生物酶和微生物，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及其肥力，改良土壤

结构，起着化肥不可替代的作用。畜禽粪便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但

其中的营养成分必须经微生物降解腐熟后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同时，

还有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如果不加处理直接施用鲜粪尿，则有机质

在被土壤微生物降解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氨和硫化氢等物质会对植物

根系产生不利，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恶臭和病原菌污染，因此标准明

确畜禽粪便堆肥应按照《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3442-2019）

规定执行，堆肥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应满足《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7959-2012）要求。粪肥还田利用应按照《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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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B/T 252460-2010）规定执行；生产有机肥，应按照《肥料中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 38400-2019）和《有机肥料》（NY/T 

525-2021）规定执行；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应按照《肥料中有毒

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 38400-2019）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 18877-2020）规定执行。 

考虑到一些规模小、资金能力弱、技术水平低的畜禽养殖场没

有能力建设养殖固废无害化处理和利用设施，则应委托畜禽粪污处理

场（站）处理。 

4.2.5.2 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处置 

病死畜禽尸体携带大量的病原微生物，易造成水源和环境的污染，

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同时也是畜禽养殖场传染病发生的重要诱因。

因此，标准明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处置应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病

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死及病害动物无

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执行。 

4.2.5.3 畜禽养殖医疗废弃物处理处置 

畜禽养殖过程中动物医疗、防疫、消毒等环节会产生一定的医

疗废弃物，针对医疗废弃物需要作为危险废物单独存放，委托专业机

构进行处理处置。因此标准明确提出畜禽养殖场（小区）等养殖单位

应设立专门的医疗废物专用或暂时贮存柜（箱），应密闭并具有一定

强度，防雨淋、防渗漏、防扬散。医疗废物应书面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代为处理处置。 

4.2.6 废气治理 

畜禽养殖场（小区）大气污染防治目前主要是针对畜舍内畜禽

危害性较大的 NH3、H2S 等恶臭物质的排放。结合自治区畜禽养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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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恶臭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圈舍、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有机肥

发酵间等设施。因此，废气治理范围应包括养殖场区和畜禽养殖粪污、

病死畜禽、废弃草料及废弃畜禽产品等。修订过程中对比分析了目前

常用的 7 类 10 种除臭技术的优缺点，在充分借鉴和参考国家对畜禽

养殖行业恶臭污染处理技术的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并结合自治区畜禽

养殖废气处理现状等，明确了从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全

过程提出具体的废气治理技术要求。 

4.2.6.1 源头减量 

规范饲养管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主要内容在饲养环节

污染预防中体现） 

4.2.6.2 过程控制 

标准提出养殖圈舍要因地制宜设置防尘除臭设施，做好场区绿

化和隔离带建设，防止恶臭气体污染周边环境。畜禽粪污、病死畜禽、

废弃草料及废弃畜禽产品等应及时收集处理，减少恶臭气体产生。污

水处理构筑物、沼气生产装备、有机肥车间等易产生臭气的关键部位

宜密闭，并配套臭气收集处理设施设备。 

4.2.6.3 末端治理 

标准明确养殖场区臭气处理应因地制宜采用生物除臭、物理除

臭和化学除臭技术。密闭的粪污处理设施臭气宜采用集中收集处理方

式，集中处理后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相

关排放要求。其中，生物除臭可采用生物过滤法、生物洗涤法、微生

物分解法等技术。物理除臭可采用沸石、锯末、膨润土、秸秆、泥炭

等材料进行吸附。化学除臭可投加或喷洒高锰酸钾、双氧水、次氯酸

钠、臭氧等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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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污染物监测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9年版)》（部令第 11号），标准明确提出畜禽养殖养殖场

（小区）自行监测内容、点位、技术手段、频次、采样和测定方法等

应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

（HJ1029-2019）执行。相关管理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要求，对畜禽养殖场（小区）涉及的农用地地块土壤环

境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进行重点监测。 

4.2.8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与管理 

结合宁夏现阶段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难得问题，标准提出畜

禽养殖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要求。包括建立健全设施运行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配置专职管理人员，建立岗位责任制和人员培训制

度，并做好设施运行维护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帐。 

5 试验验证 

本标准中没有新增检测方法、计算方法等内容，标准中相关参

数主要参考现行国家、相关地方标准和管理要求。 

6 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

的规定，并且符合 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标准主要引用

了 21 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关条款内容，并重点参考了近年来国

务院办公厅、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印发的

17 个产业污染防治政策性文件、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标准文件。标

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导向和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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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8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有关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与国内同类型标准

水平一致。 

9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10 标准性质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11 代替、废止有关地方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日起代替《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DB64/T 702-2011）。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鉴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需要产业主管部门、养殖主体、畜

禽养殖粪污处理场（站）、环境管理部门多部门多协同开展，建议在

本标准修订发布后：一是在标准颁布、贯彻实施前，加强宣传报道。

使全区畜禽养殖业及相关人员了解标准的修订工作，推动相关企业、

管理部门和人员能够积极主动的了解修订后的标准。二是加强修订标

准的宣贯。多场合、多渠道加强修订标准及近年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

策、技术要求，及时为企业及相关人员答疑解惑，推动标准有效执行；

三是标准实施后，适时开展标准实施情况调查评估，及时了解标准的

执行效果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