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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工业基地 5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增速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畜禽养殖业发

展迅速，畜禽粪便产生量也快速增加 5 如何合理处置和 利 用 畜 禽 粪 便 对 东 北 三 省 的 农 业 生 产 和 环 境 保 护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5 本

研究基于 <*1 平台，从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对东北三省畜禽粪便农田施用的适宜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 5 结果

表明，东北三省 :98 => 的耕地适宜施用畜禽粪便，总面积为$"" =#$8 : ?@$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 5 总体来

看，与居民区、水体和道路之间的禁施距离，是限制东北三省畜禽粪便耕地施用的关键因子，降雨量差异是影响耕地施用畜禽

粪便适宜性地区差异的主要因子 5 结合适宜施用畜禽粪 便 的 耕 地 面 积 和 现 有 畜 禽 养 殖 水 平，以 畜 禽 粪 便 排 放 A$,; 为 评 价 指

标，!B 个城市的养殖可发展潜力从四平市超出耕地负荷 "9"8 ! 万头到齐齐哈尔市 " "$%8 ! 万头的盈余，差异较大 5 从区域分布

看，东部区域还有 $9#8 $ 万头的养殖发展空间，西部地区的辽宁中部和吉林中部近一半城市畜禽养殖量已经超过耕地可承载

能力，而典型山区林区的养殖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相对较小（$;8 $ 万头的盈余量），应该适度控制和调整养殖业的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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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施入农田不仅为作物提供

养分、改良土壤，同时也是一种简便的废弃物处理途

径［"］5 然而，随着我国畜牧业快速发展，畜禽粪便排

放量急剧增长 5 畜禽粪便不合理的处置和利用导致

了水体、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H #］，如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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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污染、地 表 水 富 营 养 化、土 壤 重 金 属 的 累 积

等，已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

合理的利用畜禽粪便对于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都具

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随着畜禽养殖业环境问题的日

益凸现，国内针对畜禽养殖业环境影响、污染风险和

防治对策开展了大量研究 & 近期关于畜禽粪便环境

影响和风险评价的研究主要围绕土壤养分的输入输

出平衡，基于畜禽粪便养分含量、作物养分需求等因

素［’ ( )］& 但是，合理利用畜禽粪便除了通常最直接考

虑的养分因素，如农田养分水平、不同作物的养分需

求、不同种类畜禽粪便的养分含量等，还应该考虑粪

便施用的区域条件，如土地利用类型、土壤质地、地

形、对水体以及居民区的污染风险、施用粪便的运输

距离等多方面的因素［*+］&
近 ,+ 年来，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遇到了矿业资源

枯竭、地方经济增长乏力和产业竞争力下降等一系

列问题［** ( *-］& 国家提出了以产业转型为核心的振兴

东北经济的发展战略，其中畜禽养殖业是农业和农

村经济调整的关键产业 &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分别

提出了“ 畜 牧 倍 增”、“ 以 粮 换 肉”和“ 主 副 换 位”的

加快畜牧业发展的计划 & 本文以东北三省为研究区

域，综合考虑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因

素，利用 "#$ 手段对东北三省适宜施用畜禽粪便的

土地分布及特征、影响因素和畜禽养殖未来的发展

潜力进行分析，以期为东北三省畜禽粪便的合理利

用和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 研究区概况

东北三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位于东

经**/0%-1 ( *-%0+%1，北纬-/0!-1 ( %-0--1& 总土地面

积 2/3 2/ 万 45, ，耕地面积 ,+3 +! 万 45, ，占全国的

*’3 ’6 &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地形大致成 - 个向东凸

出的半环带，即最外一环为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

谷地，其内紧连着大、小兴安岭和东部山地丘陵，最

内是东北大 平 原 & 东 北 地 区 是 中 国 的“ 工 业 摇 篮”，

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 & 北部的三江

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中部的松嫩平

原分布着我国肥沃的黑土区，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能源和重化工基地；西部分布着半干旱草原，是农牧

业交错 区 和 牧 区 & 研 究 区 域 内 分 布 着 松 花 江 水 系

（ 黑龙江、吉林境内）和辽河水系（ 辽宁 境 内），是 东

北 三 省 重 要 的 工 农 业 和 生 活 水 源，总 流 域 面 积

’-3 +% 万 45, ，占 全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6 & 土 壤 以 黑

土、黑钙土、暗草甸土和白浆土为主，是世界上三大

黑土带之一 & 研究区域行政区划及地势、水系分布见

图 *&

图 !" 东北三省行政区划及地势、水系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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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究方法

!# $# ! . 数据收集和预处理

东北三省 * J *+ 万土地利用、* J ,% 万耕地坡度、

水系、行政区划和 * J *++ 万土壤类型数据 库 来 源 于

中国科学院 环 境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 主 要 畜 禽（ 猪、牛、

羊、禽）的 养 殖 数 量 来 自 各 省、市 统 计 年 鉴、农 业 年

鉴、畜牧业年鉴及调查资料 & 本研究是基于定量化为

主的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分析，为了便于不同

空间数据层的叠加和运算，所有数据都统一为 %+ 5
K %+ 5 精度的栅格形式 &
!# $# $ . 分析因子的选取及其标准化量化

畜 禽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的 适 宜 性 受 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国外在这方面开展了许多 相 关 工 作［*! ( *’］& 本 研

究以我国以 及 其 它 国 家 地 区 出 台 的 相 关 法 规 为 依

据，综合考虑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重点选择

’ 个 因 子 作 为 畜 禽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适 宜 性 评 价 因

子［*2，*/］，具体因子及评价标准描述见表 *&
对于不适宜粪便土地利用的因子属性（ 如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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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分析因子

$%&’( #! )*+’,-./0%12 +1.3(1.% %44’.(5 3/ .04,3 6%+3/1- 3/ %7/.5 1.-8-

.07/’7(5 .0 %0.9%’ :%-3( %44’.+%3./0 .0 -(0-.3.7( %;1.+,’3,1%’ 6.(’5-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 文献

土壤质地 <#
对沙质容 易 产 生 径 流 和 渗 透 性 较

强的土壤不适宜施用粪肥
［#=］

坡度 <> ? >@A，越小越好 ［>B］

与水体距离 <"
与地表水体 距 离 不 得 小 于 #BB 9，

越远越好
［>#］

与 城 镇 居 民 区 距

离 <C
最小 距 离 不 得 小 于 >@B 9，越 远

越好
［>#］

与道路距离 <@ >@ 9 范围内不得施用，越近越好 ［>#］

降雨量 <D 高降雨区不适宜施用粪肥 ［#=］

E >@A，与水体距离 ? #BB 9，砂质土壤等）需要从输

入因子中扣除，其余因子的属性用 B F # 之间的线性

连续数值来度量 G 为了反映分析因子之间的关系及

其差异，并使各因子的量值与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

宜性成正相关，采用如下的归一化法对各个因子的

初始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G 当分析因子（ 与水体距离、

与居民区距 离）的 值 越 大，表 示 畜 禽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适宜程度越高，采用式（#）进行标准化量化 G

!" #
$" % $9.0

$9%* % $9.0

（#）

! ! 当分析因子（ 坡度、与道路距离、与集约化养殖

场距离）的 值 越 小，表 示 畜 禽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适 宜 程

度越高，则采用式（>）计算：

!" # # % $" % $9.0

$9%* % $( )
9.0

（>）

式中，!" 是第 " 个栅格单元的标准量化值；$" 为第 "
个栅 格 单 元 的 值；$9%* 是 所 有 栅 格 数 值 的 最 大 值；

$9.0是所有栅格数值的最小值 G
!# $# % ! 分析因子的权重

分析因子的权重是用于确定影响畜禽粪便土地

利用 适 宜 性 的 因 素 贡 献 大 小 G 本 研 究 参 考 H%-0(3
等［#I］的 研 究，采 用 目 标 定 位 比 较 方 法（ /&J(+3.7(
/1.(03(5 +/94%1.-/0，KKL），各个因子的权重和评价

等级见表 >G
表 $" 分析因子的权重

$%&’( >! M(3(19.0%3./0 /6 3N( :(.;N3- /6 .04,3 6%+3/1- ,-.0; %0 /&J(+3.7( /1.(03(5 +/94%1.-/0

分析因子
目标#）

O H L M ) < P Q
总和 权重

土壤质地 # R > # R > # # # # B B @ BS "@
坡度 # # R > B # # R > B B B " BS >>
与水体距离 # B B B B B B B # BS BI
与居民区距离 B B B B B B B # # BS BI
与道路距离 B B B B B B # B # BS BI
年均降雨量 # # R > B # # R > B B B " BS >>
总和 #C #!

#）分析因子基于以下方面的贡献：O 为减少对地表水污染；H 为减少对地下水的污染；L 为减少对土壤的污染；M 为减少 养 分 地 表 径 流 损 失；)

为减少养分下渗损失；< 为提高养分利用率；P 为减少粪肥施用的费用；Q 为减少大气污染（ 臭气）；分值：B 为无贡献；# R > 为部分贡献；# 为全部

贡献

!# $# & ! 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计算

根据已确定的各项因子的量化值 !" 和权重，利

用 权 重 线 性 加 和 法（ :(.;N3(5 ’.0(%1 +/9&.0%3./0，

TUL）来确定畜禽粪便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G

&" # #BB ’$
(

) # #
!")*) （"）

式中，&" 为第 " 个栅格 单 元 畜 禽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的 适

宜值；!")为第 ) 个分析因子第 " 个栅格单元对应的量

化值；*) 为第 ) 个 因 子 的 权 重；( 为 评 价 因 子 的 个

数 G 计算得到的适宜值在 B F #BB 范围内 G

$" 结果与讨论

$# ! ! 东北三省畜禽粪便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通过各因子的空间处理和计算，得到东北三省

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分布，见图 >G
总体看，东北三省适宜施用畜禽粪便的耕地面

积较大，其平均 IVS =W 的 耕 地，即>## =C>S I 89> 适

宜施用畜禽粪便 G 东北三省适宜施用畜禽粪便耕地

的分布不均衡［ 图 >（ %）］，黑 龙 江 和 吉 林 两 省 大 部

分地区分布了 IVW 的适宜耕地，其中的 C@S "W 的适

宜耕地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绥化、黑河、佳

木斯和长春，大 约 >#W 的 适 宜 耕 地 分 布 在 辽 宁 省，

而辽源、白山和大兴安岭地区适宜施用粪便的耕地

只有零星分布，仅占研究区耕地总量的 #W G 从适宜

施用畜禽粪便的耕地占三省各自农田的比例看，辽

宁和 吉 林 省 适 宜 施 用 畜 禽 粪 便 的 耕 地 比 例 均 为

I"W ，而 黑 龙 江 省 达 到 V"W G 比 较 耕 地 施 用 粪 便 的

适宜性，与山区分布广、砂质土壤比例较高的北京相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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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各因子的标准量化值，其中 %& 为耕地坡度；%) 为耕地与水体距离；%! 为耕地与居民区距离；%* 为耕地与道路距离；%( 为 年 均 降

雨量 + %, 为土壤质地，在图 &（ -）评价因子中未比较 %, 对适宜值的贡献，因为评 价 标 准 中 砂 质 土 不 适 宜 施 用 畜 禽 粪 便，已 从 适 宜 耕 地 中 去

. . . 除，非砂质土壤量化值均为 ,

图 !" 东北三省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分布示意

%/0+ &. 1/234/-53/67 68 25/39-:; :97<2 864 97/=9: =9754; 9>>:/?93/67 /7 3@; 3@4;; 7643@;923;47 >46A/7?;2

比［,B］，整个东北三省区域内耕地施用畜禽粪便的适

宜性均较高（ 适宜值为 (* ’ C*）+ 这主要是由于东北

三省的耕地坡度和土壤质地条件较好，研究区内 D
&*E的耕地分 布 极 少（ 仅 占 耕 地 总 量 的 FG F,H ），这

样使得坡度 因 子 的 量 化 值 较 大［ 图 &（ -）］，而 耕 地

土 壤 以 非 砂 质 为 主，砂 质 土 壤 仅 占 总 耕 地 的

,G *)H ，因此，得到较高的耕地适 宜 值 + 从 适 宜 性 整

体分布看，辽宁东南部和黑龙江中部耕地施用畜禽

粪便的适宜性最低［ 图 &（ 9）］，以这 & 个地区为中心

向周围带状扩散，耕地的适宜性逐渐增高，适宜性最

好的施用区集中在吉林西北部，黑龙江的西南部以

及辽宁的西部边缘 +
!# ! . 影响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的因子分析

鉴于研究区的范围较大，为进一步分析东北三

省畜禽粪便土地利用适宜性的空间差异，并明确影

响畜禽粪便耕地施用的关键因子，以便有针对性的

提出区域畜禽粪便土地利用的合理建议 + 研究采用

I 型聚类分析法，根据各项因子相应评价标准 限 制

的耕地面积，对东北三省 )( 个行政市及地区进行了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
根据聚类分析可以将东北三省的 )( 个市 及 地

区大体划分为 ) 大区域：西部条带的 ,B 个市及地区

为第!类（ 辽 源 ’ 葫 芦 岛），东 部 条 带 的 ,* 市 及 地

区划分为第"类（ 吉 林 ’ 本 溪），白 山、伊 春 和 大 兴

安岭 ) 个地区为第#类 + 为了分析各分类区域畜禽

粪便耕地施用的主要影响因子和特征，图 )（-）显示

了各评价因子的限制面积 +
总体看，地形坡度对东北三省耕地施用畜禽粪

便的限制影响很小，而其它 ! 个因子对 ) 类区域畜

禽粪便施用耕地面积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 + 西部条

带区（!类）分布着松嫩平原和辽河平原，耕地资源

非常丰 富，占 全 区 土 地 面 积 的 *,G JH ；该 区 域 适 合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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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根据各项因子评价标准限制的耕地面积（ ’() ），其中 $# 为土壤质地；$) 为耕地坡度；$" 为耕地与水体距离；$* 为耕地与

居民区距离；$& 为与道路距离；$+ 为降雨量，相关法规中没有制定相应的去除限值，因而图 "（ ,）中没有涉及降雨量因子

图 !" 东北三省市区各因子限制耕地面积的聚类分析图

$-./ "! 0123456 787193-3 :; 65(:<-8. =214-<745> 178> 7657 7==:6>-8. 4: <76-:23 ;7=4:63 -8 =-4-53 :; 4?5 4?655 8:64?5734568 @6:<-8=53

施用畜禽粪便的耕地面积为#AB CDBE B ’() ，占耕地

总面积的 B+F / 砂质土壤主要是分布在该区域毗邻

内蒙古的 D 个市区，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E DF ；西部

区域的水体分布相对稀少，距水体 #AA ( 安全距离

（$"）内限制施用粪便的耕地面积为& #)+E + ’() ，占

区域耕地总面积的 "E +F ；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用

地和公路、铁路交通分布最为密集，按照与城镇居民

区 )&A (（$*）和与道路 )& (（$&）的畜禽粪便禁施

范围，所 影 响 的 耕 地 面 积 分 别 为 #* )AC ’() 和

#D +&DE C ’() ，各 自 占 到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AF 和

#"E #F ，因此，与居民区和道路的安全距离成为限制

西部区域耕地施用畜禽粪便的主要因素 /
畜 禽 粪 便 的 土 地 利 用 需 要 结 合 不 同 区 域 的 特

点 / 西部地区人口密集，辽中南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

密集区和重 工 业 基 地［))］，工 农 业 都 比 较 发 达 / 这 里

水资源分布少，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区域内的辽河

和太子河基本为劣!类水质［)"］/ 虽然距水体 #AA (
安全距离内所限制耕地面积较少，但是该区域畜禽

粪便的施用必须以防止和控制对水体的进一步污染

为原则 / 因此，对施用畜禽粪便耕地与水体安全距离

的设定应该更加严格，建议考虑建立河流滨岸缓冲

带来降低畜禽粪便土地利用对水体的污染风险 / 同

时，西部分布 有 我 国 自 然 环 境 最 好 的 沙 区（ 松 嫩 沙

地），尽管“ 三北”防 护 林 的 建 成 使 部 分 地 区 的 土 地

沙 漠 化 得 到 治 理，但 总 体 上 沙 漠 化 土 地 仍 在 增

加［)*，)&］，西 部 黑 土 区 的 水 土 流 失 问 题 也 较 为 严

重［)+］/ 因此，应该 采 取 有 效 的 技 术 和 工 程 措 施 合 理

施用畜禽粪便，来控制和减少该区域土壤沙化和水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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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以提高耕地施用畜禽粪便的适宜性 %
东部条带区（!类）除 黑 龙 江 东 部 的 三 江 平 原

区，其它区域地势相对较高（ 图 &），耕地资源相比西

部区域 分 布 少，平 均 占 其 土 地 面 积 的 ’() *+ % 东 部

条带区（!类 ）适 宜 施 用 畜 禽 粪 便 的 耕 地 面 积 为

&(( ,&-) , ./0 ，占到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10) ’+ % 分 析 东

部区域耕地施用粪便的限制因子，其城镇居民用地

（2!）分布相比西部区域少的多，该因子限制的耕地

面积为3 -1’) 0 ./0 ，占耕地总面积的 ,) *+ ；与西部

不同，该 区 域 水 体 分 布 多，水 体 &(( / 安 全 距 离

（2’）内限 制 施 用 粪 便 的 耕 地 面 积 为&0 0*1) - ./0 ，

占耕地总面积的 &() &+ ；道路（2,）限制的耕地也占

到了 &&) !+ % 总 体 上 看，耕 地 与 水 体 和 道 路 的 距 离

成为限制东部区域耕地施用畜禽粪便的关键因子，

而与居民区的距离对该区域畜禽粪便的耕地施用也

有一定的限制影响 % 该区域内辽宁东部和黑龙江中

部耕地施用粪便的适宜性最差，主要原因是这里降

雨量较大［ 图 0（ 4）］，水体分布非常集中（ 图 &），从

而降低了该地区畜禽粪便施用的适宜性 %
第"类区域（ 白山、伊春和大兴安岭）是东北三

省典型的山 区 林 区（ 白 山 地 处 长 白 山 区，伊 春 位 于

小兴安岭林区），耕地分布极少，仅为其土地面积的

’) 1+ ；该地区城镇居民区（2!）分布很少，所限制的

耕地面积为 &1,) 1 ./0 ，占 耕 地 总 量 的 !) 0+ ；道 路

（2,）限制的耕地占 &’) *+（ 面积为 3(’) ’ ./0 ）；而

水体分布最为密集，水体 &(( / 安全距离（2’）内限

制施用粪便的耕地面积为 ’-3() 1 ./0 ，占其耕地面

积的比例高达 -() &+ % 该地区适合施用畜禽粪便的

耕地面积很小（’!’,) 3 ./0 ），但由于耕地总量非常

少，适宜耕地的比例高达 *1) 0+ % 由此可见，与水体

的距离是制约该地区耕地施用畜禽粪便最主要的影

响因子，其次，与道路的距离对耕地施用粪便的限制

也较大 %
第!类和第"类区域内水资源丰富，尤其是白

山、伊春和大兴安岭等山区林区水网密集（ 图 &），是

松花江流域主要河流的源头，这部分区域的水体对

污染源更为敏感，对耕地施用粪便的要求应更为严

格 % 辽宁和吉林东南部为山地丘陵区（ 图 &），耕地坡

度较大，加上较高的降雨量，容易使耕地施用的粪肥

流失而引起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 % 该地区畜禽粪便

耕地施用的适宜性相对偏低，应该采取有效的粪便

管理措 施（ 如 适 时、适 量 施 用，多 次 少 量 施 用；避 开

雨季施用；深 施 等）来 控 制 粪 便 土 地 利 用 的 环 境 污

染和提高畜禽粪便耕地施用的适宜性［0，!，3，0* 5 ’0］%

由以上对各类区域影响因子的分析来看，作为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东北三省土壤

质量比较好，地形坡度和土壤质地对耕地施用畜禽

粪便的影响不大 % 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2!）主要影

响东部和西部地区畜禽粪便的耕地施用，与道路的

距离（2,）对 东 北 三 省 耕 地 施 用 畜 禽 粪 便 有 普 遍 的

限制影响，与水体的安全距离（2’）是东部地区和典

型山区林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环境影响因素，而降雨

量（23）是影 响 耕 地 施 用 畜 禽 粪 便 适 宜 性 地 区 差 异

的主要因子 %
!" # 6 东北三省畜禽养殖可发展潜力估算

各地区可施用畜禽粪便的耕地面积决定着其可

承载和消纳畜禽粪便的量，从以上分析可见，东北三

省各地区适宜施用畜禽粪便耕地的空间分布差异较

大 % 为充分了解和掌握研究区域畜禽养殖现状及未

来发展的可行性，以各市区现有适宜施用畜禽粪便

的耕地面积为上限，分别以欧盟国家对畜禽粪便土

地利用时 7、809, 的限量值为指标［’’］［ 耕地最大施

肥 量 为 &*( .:·（;/0 ·<）= & （ 以 7 计 ）和 1(
.:·（;/0 ·<）= &（ 以 809, 计）］，对各地区畜禽养殖

最大承载量进行估算，最终养殖量均以猪的标准头

数表示，具体计算方法参看文献［’!］% 结果见表 ’%
由于最大可承载量与粪便适宜施用区的耕地面

积和适宜值有关，因此与前面的论述一致，东北三省

畜禽养殖可承载量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

西南部地区，其次是吉林省西部地区，而辽宁省（ 尤

其是东部地区）较少，典型山区林区地区最小 % 按各

省耕地可承载畜禽水平来看，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表 ’）%
表 ’ 可以看出，虽然三省的现有养殖量基本相

当，但是由于辽宁和吉林两省的耕地面积远小于黑

龙江省，所以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养殖密度较大 % 根据

现有的养殖量核算，如果以 7 为 衡 量 指 标，’3 个 市

及地区的现有养殖量都没有超过其耕地的最大可载

畜量，都具有不等的发展空间（ 从辽源的 &1) 1 万头

到齐齐哈尔的 0 0!- 万头）% 但 是，畜 禽 粪 便 的 土 地

施用量通常以粪便中 809, 为衡量指标［0，0*］，因为 8
是引起水体 富 营 养 化 和 藻 类 暴 发 最 重 要 的 养 分 因

子［&*，’, 5 ’*］% 以 809, 为 指 标 衡 量，’3 个 市 及 地 区 中

有 && 个市的养殖量已经超过其最大畜禽可承载量，

并且主要集中在西部条带区（ 其中 - 个市区位于#
类西部区域，& 个位于!类东部区域，& 个位于第"
类山区林区）内 的 辽 宁 中 部 和 吉 林 中 部 地 区 % 各 类

区域未来畜禽养殖发展的平均盈余量分别为#类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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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东北三省各市区畜禽养殖最大承载量估算

$%&’( "! )*+,-%+,./ .0 -%1,-2- 3%445,/6 3%7%3,+5 .0 %/,-%’ 74.823+,./ ,/ 3,+,(* .0 +9( +94(( /.4+9(%*+(4/ 74.:,/3(*

省区 市区
以 ; 为指标（ 万头） 以 <= >? 为指标（ 万头）

最大可载畜量 现有养殖量 盈亏量 最大可载畜量 现有养殖量 盈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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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DC B #EBC D ###C A #@?C E =F"C @ G #ABC =
鞍山 =?#C " #"BC A ##"C " #@AC A ="=C " G F=C "
抚顺 =#"C A ?=C " #@AC F #"?C @ DAC " E?C E
本溪 #E"C @ EBC @ D?C A D#C E BEC = FC =
丹东 =DDC # ?@C F =E=C E #DAC E #A#C = BDC =
锦州 E#?C @ #F@C = ="DC E =@EC @ "#DC A G ?EC E
营口 #@EC E ?@C " #ABC A #AEC @ B@C # #BC ?

辽宁 阜新 ?AFC A BEC D E==C A "==C B #?EC = #@BC @
辽阳 #"DC F E"C B D?C D BDC A FBC " #AC F
盘锦 #E=C = #DC = #="C # DAC @ "FC F ?=C D
铁岭 E#EC D #EFC B =@FC # =@EC = =B@C @ G ==C E
朝阳 EFEC # #?#C @ "==C ? "A#C B =E?C # ?@C F
葫芦岛 =EFC ? #A#C @ #E?C D #?FC @ #F=C B G #?C =
总量 E =B#C A # ?B?C ? = @D?C ? = F=?C @ = FA?C F =AC A
平均值 "A?C B ##"C " #D=C ? #DEC F #D"C " #C E
养殖密度（ 头 H 公顷适宜耕地） FC D =C D ?C A ?C A ?C A AC A
长春 # #F@C ? EDDC F @F@C D FEDC # D=BC F G #FD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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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 =DDC F D=C = =AFC ? #DAC B #FAC ? =AC "
白山 F=C E E@C " =@C # E@C # BAC ? G "EC E

吉林 松原 #ABAC A #@?C = D#EC F @BFC @ =FFC " E#AC "
白城 FBDC F #E"C B @E?C D ?A=C B ==?C = =F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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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密度（ 头 H 公顷适宜耕地） BC " =C F ?C ? ?C " EC D AC E
哈尔滨 # FF"C B ""?C D # E"FC D # #=DC " @=AC ? ?AB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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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 ?""C = #BC F ?#EC @ ""DC ? "EC = "A?C "
双鸭山 D?"C E ??C = BDBC = @AFC A #AAC D ?A@C #
大庆 @B=C # #EAC B ?E#C E E"EC " =EAC # #DEC #
伊春 =EAC ? "FC = =A"C " #?"C # ?DC B D"C E

黑龙江
佳木斯 # E=DC D BEC E # "E?C ? D#AC E #@=C B FEFC @
七台河 =@DC # "AC " ="BC B #F#C " ?EC " ##FC A
牡丹江 @@@C ? FBC = ?BBC E E=EC E #E=C @ =B#C B
黑河 # ?DBC @ EEC @ # ??EC A # A#FC B F=C A DE?C B
绥化 # BA=C B =D=C " # ?#AC ? # #EFC B ?E"C # @AEC F
大兴安岭 @AC E #?C A E?C E "BC ? =#C B #@C F
总量 #" EEEC ? # E@FC B ## DFFC A B ??DC B = @"@C B ? D="C A
平均值 # A"EC = ##=C D D=#C " @?BC E =A=C B E??C @
养殖密度（ 头 H 公顷适宜耕地） BC D #C A FC D ?C F #C F "C D

部区域（ 辽源 I 葫芦岛）#A"C A 万 头 猪、!类 东 部 区

域（ 吉林 I 本溪）=BEC = 万头猪、"类区域（ 白山、伊

春和大兴安岭）=?C = 万头猪 J 从分省的情况看，辽宁

省的现有畜禽养殖量已基本达到其最大承载量，吉

林省的养殖量也接近其最大可承载水平，而黑龙江

省的发展盈余量还较大，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E］J
综上所述，东北三省东部区域的畜禽养殖还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而西部区域集约化养殖业进一步

发展的空间相对较小，尤其是辽宁中部和吉林中部

BDA#



! 期 李艳霞等：基于 "#$ 的东北农田畜禽粪便施用适宜性分析

地区的养殖量已经超出了耕地 %&’( 承载能力的城

市，应该适度控制养殖业发展，或者从调整养殖类型

和数量 & 个方面进行规划和布局，尤其对于粪便磷

排放较高的畜种应该加以限制 )

!" 结论

（*）综合考虑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东

北三省适 合 施 用 畜 禽 粪 便 的 耕 地 面 积 为&** +!&, -
./& ，占耕地总面积的 -0, +1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和

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 )
（&）地形坡度和土壤质地对东北三省耕地施用

畜禽粪便的限制影响很小，耕地与居民区的安全距

离主要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畜禽粪便的耕地施用，

与道路的距离对东北三省耕地施用畜禽粪便有普遍

的限制影响，与水体的距离是东部地区和典型山区

林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环境影响因素，而降雨量是影

响耕地施用 畜 禽 粪 便 适 宜 性 地 区 差 异 的 主 要 自 然

因子 )
（2）西部地区耕地施用畜禽粪便一定要加强防

止和控制对水体的污染风险 ) 东部地区畜禽粪便耕

地施用的适宜性相对偏低，应该采取有效的粪便管

理措施以控制粪便土地利用的环境污染和提高畜禽

粪便耕地施用的适宜性 )
（!）基于适宜施用畜禽粪便的耕地面积和现有

畜禽养殖水平分析，东北三省各地区畜禽养殖可发

展空间的差异较大 ) 东部区域还有较大的畜禽养殖

发展空间，西部区域和典型山区林区内有 *3 个城市

的畜禽养殖量超出其耕地 %&’( 的承载能力，应该适

度控制和调整养殖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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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荣获“ 新中国 M$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

P$$B 年 #P 月 PP 日“ 第四届中国期刊创新年会”公布了“ 新中国 M$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评选结果，《 环境

科学》荣获“ 新中国 M$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 - 此次评选，全国共有B $$$多种参评期刊，最终有 #M# 种期刊

入选 - 该评选活动是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M$ 周年，表彰和鼓励在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期刊而举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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