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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市沼气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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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瑞昌“猪、沼、果”生态模式，并对模式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体系、政策体系进行分析，为全面推进沼

气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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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

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地位。”[1] 为贯彻落实中央绿色发展理念，瑞

昌市开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猪、沼、果（苗）”种养一

体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实现农业投入减量化、生产过程

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1     
发展背景

瑞昌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属低山丘陵区，地

理 坐 标 为 E115 6 ~115 44 ，N29 23 ~29 51 之

间，瑞昌市土地总面积 1423.11km2，其中：低山面积

439.81km2、丘陵面积 707.23km2、平原面积 234.8km2、

水域面积 41.28km2、分别占瑞昌市总面积的 30.9%、

49.7%、16.5%、2.9%。下辖 8 个镇、8 个乡、1 个农场、

2 个林场、2 个街道办，总人口 46.53 万，其中农业人

口 34.06 万人。瑞昌市耕地面积 2.36 万 hm2。2016 年瑞

昌市粮食生产面积 1.86 万余 hm2，油料种植面积 1.4 万

余 hm2。瑞昌市粮食总产量 10.3 万 t，油料总产量 2.52
万 t，瑞昌市农作物秸秆产量 22.4 万 t，秸秆综合利用率

88.9%。传统特色农业以水稻、山药、蔬菜、油茶、生猪、

茶叶、4 大家鱼与特种水产为主。2016 年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164.19 亿元，农业总产值 25.59 亿元，瑞昌市财政

收入 25.61 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8189 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 13237 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

程加快，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升级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为

适应市场发展养殖业由过去家庭分散养殖向养殖大户、

养殖专业户、规模化养殖场发展，2016 年底，瑞昌市共

有养殖场 334 家，其中规模化养殖场 34 家，养殖场分布

小而散，养殖业粪污集中治理难度大，但为发展以沼气

为纽带的“猪、沼、果（菜、苗）”种养一体生态农业

模式提供有利条件。探索出一条绿色、优质、高效的生

态农业发展模式，为全面推进瑞昌市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建设绿色农业强市提供有力支撑。

2     
模式简介

瑞昌市南方“猪 - 沼 - 果”区域主体小循环生态农业

模式以养殖小区、联户沼气工程为主体，通过对养殖业

粪污资源化利用，开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猪 -沼 -果（苗）”

生态农业种植模式，促进农村清洁能源、沼肥利用，实

现种植、养殖业良性发展。

2016 年，瑞昌市已有“猪、沼、果（苗圃）”生态

模式面积 800 多 hm2，主要以油桃、翠冠梨、苗圃等为主，

每年每 667m2 节约化肥 300 元，瑞昌市全年节约化肥约

360 万元。沼渣沼液的利用，改变过去养殖场周边污粪横

流、苍蝇满天飞的乱象。同时，沼渣、沼液的利用，改

良土壤理化性能，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农产品品质，

为解决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村节能减排、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找到了有效途径。

3     
模式图

模式流程图如图 1。

4     
配套措施

该模式以养殖业为龙头，以沼气建设为纽带，联动

种植业、加工业等，多层次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促使主体区域内有机物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效益、

能源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

技术体系，以沼气为纽带，利用山地、农田、水面、

庭院等资源，带动畜牧业、林果业等相关农业产业共同

发展，沼气池容积、养殖规模、果园面积合理组合，因

地制宜开展“三沼 ( 沼气、沼渣、沼液 )”综合利用，从

而实现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效果。其主要技术沼

气池规划、设计与施工：根据养殖场养殖规模、果园面积、

供气农户数等情况综合考虑沼气池建设规模，合理布局。

沼气池施工要求严格按 GB/T 51063-2014 《大中型沼气

工程技术规范》操作；肥施用技术：沼肥不仅能显著改

良土壤，确保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良好微生态环境，还有

利于增强作物抗冻和抗旱能力，减少病虫害，提高作物

产量 [2]。沼肥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氨基酸、腐殖质、氮、

磷、钾等养分，易被果树吸收，能增强果树的光合作用，

促进春梢生长和花芽形成，起到保花保果的作用，在果

实膨大期施用，还能促进果实早熟，提高果品质。沼肥

施果还能增强果树长势和防冻抗寒能力。果树喷施沼液，

对虫害还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尤其是能抑制蚜虫、红蜘

蛛等危害。沼肥包括沼液、沼渣。沼渣主要用作果树底

肥和冬季基肥。沼液可作追肥和叶面追肥。

4.1     沼渣的应用
沼渣是沼气发酵残余物，因其含有较全面的有机和

无机固形物，具有速缓兼备的肥效特点 [3]。沼渣用作果

树底肥，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团粒结构的形

图 1  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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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够改良土壤。沼渣作基肥时，要按果树生长的要

求先行挖穴、然后分层施肥，施肥量一般为每穴施沼渣

30kg，并可根据果树品种不同及生长情况，可配以其它

元素肥料。沼渣用作成龄果树基肥时，在每年 11 月上

旬将沼渣与秸秆、枯饼、土混合堆沤腐熟后，分层埋入

树冠滴水线外施肥沟内。用量一般为每株沼渣 50kg，
1.5kg 过磷酸钙和 2~2.5kg 枯饼，以及秸秆、垃圾肥堆沤

100kg。施肥后应覆土。往后，每年应开沟施肥转换错位。

4.2     沼液的应用
沼液是人畜粪便及农作物秸秆经沼气池厌氧发酵后

的液体，营养丰富，含有大量 N、P、K 等养分及氨基酸、

赤霉素、生长素等，被一致公认为目前最优质有机肥之

一 [4]。沼液中速效性营养成分高，用于果树根外追肥和

叶面施肥，收效快，利用率高。一般施后 24h 内，根系

和叶片可吸收喷施量的 80% 左右，从而及时补充果树生

长对养分的需要。果树的地上部分在每一个生长期前后，

都可喷施沼液。用沼液作根外追肥时，先用清水稀释 2~3
倍后使用，以防浓度过高，烧伤根系。沼液作保花保果

肥时，在开花前和 2 次生理落果前，各喷施 1 次沼液叶

面肥。

4.3     相关配套设施设备
沼气利用，以集中供气为主，主要设备沼气贮气柜、

气水分离器、脱硫塔、室外沼气管网及农户沼气灶具等，

室外沼气主管网要严格按天然气管网标准布设、安装；

沼肥利用，以作有机肥利用为主，主要向果园、菜园输送。

主要设施设备田间贮粪池、沼液输送管道、水泵、沼气

专用运输车等。

政策措施。市政府把绿色生态农业作为促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成立以瑞昌

市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局成立技

术指导小组，坚持高位推进；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是实现生态循环农业综合效益的保证，从养殖场

规模、周边基地沼肥消纳能力、沼气供气农户数三者统

筹考虑，实现养殖粪便全量化进池、沼肥全量化利用；

宣传引导。生态农业建设，不仅是政府行为，更需要广

大群众的参与和认可，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通过

宣传培训极大的调动群众投入绿色生态农业建设热潮；

资金投入。争取财政支持，通过统筹相关项目、资金多

途径投入，为绿色生态农业投入提供资金保障；科技服务。

每年组织种养大户、农技人员参加相关农业技术培训班，

提高科技知识与生态农业结合率，开展绿色生态农业技

术试验示范，高标准打造示范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基地

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整体推进。

运行机制，通过建立绿色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农户、

家庭农场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积极申报绿色食品、无公

害农产品、有机食品，对申报“三品一标”农产品成功

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对实施“猪、沼、果（菜）”

等沼气生态循环农业的基地，在沼气池建设、技术对接

方面优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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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苗圃育苗的现状。具体而言，工厂化育苗技术主要

分为塑料温室及玻璃温室 2 类。其中，塑料温室相对投

资较少，建设技术依赖性不大并且建造速度较快。但在

我国的北方地区，由于冬季时间相对较长，塑料温室无

法保证基本的湿度及热量，这就需要玻璃温室的保温功

能来实现苗木的基本成长，但相对而言成本较高，部分

规模较小的绿化及林业企业很难能大规模普及推行。

4     
林业苗圃育苗技术推广策略分析

4.1     强化苗圃育苗技术的宣传推广
新技术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苗圃育苗的成活率、质

量及生长率，并在缩短育苗时间及经济成本时，实现企

业经营利润的飞跃式增长。技术研发机构或企业可以通

过政府求助的方式，在传统媒体的报纸、电视及广播电

台等进行广告投放宣传，从而实现大规模的苗圃育苗新

技术推广普及。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以互联网营销

为手段，丰富宣传推广渠道，提高宣传推广效果。还可

以利用相关专业的网站为平台，向具有潜在需求的客户

提供技术指导，并以广告投放收入实现收支平衡。

4.2     着重对相关企业进行技术培训指导
作为一项极具商业经济价值的新技术，能够实现有

效地推广，应该从以下 3 个方面入手：结合当地的实际

情祝，例如土壤、气候等方而的因素来进行具体的指导

工作，根据木地林农的需求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提供

专家指导，可以定期地请专家到苗圃进行实地考察；解

决林农所遇到的问题，在推广苗圃育苗新技术时，要用

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讲解，并对林农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解答，加深其对育苗新技术的了解。通过上述方法能够

帮助苗圃种植的农民尽快了解和掌握新技术，并将新技

术应用在生产中，以提高经济效益。

5     
结语

随着社会对苗圃种植的需求逐年增加，培育幼苗技

术的改进刻不容缓，因此，应该大力研究最新的育苗技

术，提高培育幼苗的效率和缩短培育的周期，根据不同

的苗圃规格选择不同的育苗技术，增强林业的可观赏性，

促进林业市场的繁荣。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加大重视力度，

给予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农民掌握更多、更先

进的育苗技术，应用在实际生产中，提高育苗的科学性，

从而推动我国林业生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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