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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沼气能源是一种生物质能，属于可再生能源，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永续利用的资源。本文通过查阅文
献、问卷调查及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客观地描述了疏勒县农村沼气推广现状，并从农民自身情况、政府推进
影响、环境保护三方面来考察。结果表明：沼气推广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日常维护难。

 近年来，我国农村沼气建设发展迅速，沼气是高
品位的生物质能[1]

，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是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点，农村沼气是农村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诸多新能源中，生物质能源是最安全、最稳定的能源，也是目前国家重点鼓励的新能源领
域[2]

。疏勒县发展农村沼气对解决农民生活用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薪柴消耗，保护和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农村环境的生态屏障功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疏勒县农村沼气推广现状的分析研究，介绍了农村沼气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1疏勒县农村沼气发展现状

 疏勒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喀什地区西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噶尔绿洲中部。新疆绿洲生态本
来就很脆弱，加之长期以来未能
切实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3]

，发展利用沼气技术是建设新农村、构建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型高效产业、开发新能源、改善环境卫生及
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它对于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开发农村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是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文明生活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农村科技运用能力等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作用。

 1.1现状

 疏勒县是农业县，农副土特产丰富，全疆主要粮瓜果之乡，也是高品质棉花、优质粮食、蔬菜、名特水果、优良畜
禽等生产基地。疏勒县农村的沼气池建设方面主要采用了“三位一体”模式，主要运用了“畜一沼一果(菜、粮)”模
式，以沼气为纽带，把畜禽养殖和林果、粮食、蔬菜连接起来，畜禽粪便入池产出沼气，沼气做饭，沼渣肥田或种菜
，形成农业生态良性循环，提高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

 具体即每个适宜农户建设一个沼气池，带改灶、改厕、改圈，自己使用管理。一般在农户庭院一角靠近畜禽圈或厕
所建设沼气池提供源源不断的发酵原料。没有养殖的农户，可以通过添加秸秆，适时补充原料。沼气为农户提供做饭
的生活能源，沼液可以作为饲料，沼渣可以作为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2实施效果

 （1）经济效益。根据本次对全县200余户农民的
调查，一个10m3“一池三改”户用沼气池，年产气400m3

，可以满足3~4口之家炊事等生活用能，每年可节省燃料费200~250元。巴合齐乡阿克美其特村一用户算了一笔帐，沼
气用作日常炊事可以节约煤炭1t左右，节省燃料费达300多元；养殖业发展，每户年售出禽畜10余头，可增收2000多元
；沼渣每年可节约肥料费300多元；沼气用户每年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1200元。另外，种植业和养殖业经济效益也非
常明显，施用沼肥的蔬菜等农产品比使用化肥、农药的产品产量提高了，从外观和品质来看，都有显著提高，具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4]；总之，建一座10m3的沼气池1年可以帮助农户节省2000元以上的现金开支。

 （2）环保效益。农户建沼气池后
，沼气代替了烧煤和秸秆等燃料，建一个10m3的沼气池，年产气400m3

，可节约木材2.5t，相当于年保护0.1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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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沼气的使用有利于保护森林植被，减少砍伐现象。农村环境，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环境，主要环
境问题有两件事情：一是“三堆”，二是厕所和圈舍，既是破坏环境的污染员，也是疾病流行的传染源。推广“一池
三改”，对畜禽粪便及厕所内的废弃物进
行了无害化处理后，农家一个10m3

的沼气池既解决了养殖的环境污染，又可以减少因使用化肥、农药导致的土壤板结、农药残留等问题，农村庭院也变
成了清洁卫生、环境幽雅的农家乐园，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家的生活环境。

 （3）社会效益。农村发展沼气有利于农业废弃

 物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可有效控制养殖业面源污染；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直接促进了"养殖业-沼气-种植业-
养殖业"等能源生态农业种养模式的有效推广，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无公害农产品，提高了
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通过对人禽畜粪便的无害化处理，消灭了病菌传染源，
消除了病虫害传播途径，从本质上改善了农民的卫生条件。

 2推广进展缓慢主要原因

 2.1农民观念认识有差距

 通过对200户用户调查，用户对沼气工程的兴建为农村提供高效清洁的生活燃料、改变农村能源结构，减少农村对
薪柴和化石能源的依赖性，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农业循环型经济都缺乏认识；没有能够将“一池三改”工程同当地
生态农业、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大部分还只是片面地认为建设沼气仅能够解决燃料问题。

 2.2技术不过关，日常维护能力差

 沼气池建设，既需要理论方面的知识，也需要实践操作技能，国家主张持证上岗。实践中，熟练技工缺乏不能满足
用户需求。投料运行使用的沼气池，日常管理不到位，后续技术服务跟不上，甚至有些沼气池不进行日常维护，只用
不管理，没有采取定期出旧料、投新料等管理措施，导致部分沼气池正常产气1~2个月后因不进行日常维护而变成了
“废池”“死池”，农民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沼气推广最主要的障碍。

 2.3沼气建设国债资金有限，农民自有资金不足

 2008年中央国债资金投资252万元，2009年中央国债投资资金184.5万元用于该县农村沼气建设，但覆盖面毕竟有限
。在调查中有18%的农民认为资金短缺是发展建设沼气池的主要困难，因为建设沼气池，农民也要投入部分资金，目
前农民收入仍较低。

 2.4基层管理服务不到位

 从调查可以看出，县、乡、村级行政部门没有行之有效的善后服务，导致农民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无法解
决，因此大多数农户都希望政府给予相应的技术指导和建设沼气服务站，建设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否则为极大地挫伤
农民发展沼气的积极性。

 3发展对策

 3.1加大宣传，营造氛围，普及农村沼气知识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地扩大宣传，提高社会
对农村沼气开发利用的认识，管理部门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去看待农村沼气开发，帮助农民认识开发沼气的好处，增
强其主动性；举办农村沼气利用讲座，解决各方面认识不清楚的问题，消除各方面的顾虑；让未建池的农民加深对沼
气池的了解，提出对沼气的内在需求。

 3.2健全技术服务体系，保障沼气池建成后的正常运行

 应建立与农村沼气建设相适应的管理职能机构，构建农村沼气服务网络，培育和壮大农村沼气技术人员队伍，成立
专业施工队和技术服务队伍，向农民提供优质价廉的产品。在农村建设沼气工程，都必须解决建设体系的持续能力建
设，做好全过程服务。

 3.3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建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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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气建设是一次性投入，长期收益的农村小型公益设施，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农村沼气建设的大问题。沼气推广初
期要以国家投资为主，同时还可以争取新农村建设、畜牧产业、退耕换林等建设项目，也可以说服信用社加强对生态
家园模式户的资金扶持力度等，通过项目整合，多渠道筹集资金。

 4展望

 随着国家“小型公益设施补助资金农村能源项目”和“国债沼气建设项目”的实施，标志着农村沼气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5]

。疏勒县农村沼气建设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以下两个方面将成为沼气工作的重点：第一，应尽快探索疏勒县农村
沼气自我服务模式和市场化服务模式，按照产业化发展科学合理规划农村沼气。第二，探索不局限于解决能源问题，
开辟养殖等多形式，发挥沼气综合效益。对有限的农业资源进行高效和多层次的综合利用，是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的重要举措[6]

。为了实现脱贫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沼气建
设步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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