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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影响农村户用沼气建设
                         持续发展的原因及建议
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美化家园、减少污染，能推动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

的健康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

施。我市随着前几年沼气池建设的大力推广发展，

适宜村庄在锐减，适宜农户也在逐渐减少。我们针

对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发

现存在畜牧业发展水平不高，后续跟踪管理服务跟

不上，沼气的综合利用率比较低等因素，冬季使用

率比较低，阻碍了沼气的进一步推广发展 。

一、长治市农村户用沼气池使用现状：

到2010年12月底，全市累计发展以沼气为主

的农村可再生能源用户9.6万户，其中：每年5月

到10月，平均使用率为77%；10月到来年的5月

平均使用率为60%（有43%的用户可做3顿饭、

有17%的用户可做1—2顿饭）。全年使用较好的

沼气池大部分属我县收入较低的平川乡镇和农业

乡镇，大部分有养殖习惯或附近有大型养殖场。

使用不好的农户大部分由于冬天要生火取暖所以

放弃了使用沼气池。闲置的沼气池大部分是由于

农户使用沼气池的主观愿望不够和粪源的不足造

成。有很少一部分是由于冬天闲置而春天没有起

动，技术不过关造成的。

二、影响沼气池建设和使用的主要因素：

1、客观因素主要是自然气候的影响。山西

冷凉地区多，尤其是冬季温度低；以2009年冬季

（2009年12月-2010年2月）为例，12月全市平均

气温介于-6.7～-3.1℃之间， 1月全市平均气温介

于-5.0～-3.1℃之间，2月全市平均气温介于-1.8

～-0.7℃之间。每年十月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

地温也逐渐降低，到来年一月下旬、二月初地温下

降至最底点。冬季的寒冷造成沼气池产气量下降，

冬季沼气的使用率也随之下降。

2、沼气池发酵原料短缺。一是随着新农村建

设的推进，要求人畜分离，不少农户不再养殖，靠

买原料启动沼气池，投资大、务工多，且又不能按

时进料，形成饥饿池，导致产气量逐渐减少，乃至

停止产气；二是近年来随着养殖业成本增加，加上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等因素，不少农户生猪养殖明显

减少，部分农户放弃养殖，导致沼气池发酵原料缺

乏，影响沼气池的长久使用；三是养殖户多在新年

和春节期间大量出栏肥猪，使生猪存栏明显降低，

造成沼气池粪源不足。

3、冬季越冬管理措施跟不上。一是冬季沼气

解决不了取暖的需求，用户冬季取暖需获得其他的

生活用能，部分用户冬季用炉火取暖顺便做饭，沼

气池被动“休息”；二是部分用户疏于对沼气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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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保温管理，导致沼气池冬季不能正常使用；三

是冬季沼气池因为气温低、有的没有加入足量的原

料，发酵浓度低、而不能正常运行。

4、沼气专业化服务不到位。一是由于服务体

系不健全，服务网点覆盖不到一些沼气农户，导致

部分农户沼气池管道、灶具等出现故障得不到及时

维修；二是由于沼气服务网点技术人员的待遇不能

保障，服务不及时，不能保证用户正常使用；三是

服务电话在门口，老百姓也不打电话，农民等、靠

思想严重。

5、沼气的综合利用率比较低。目前大部分农

户对沼气的认识仍停留在解决做饭层面上，没有自

觉地将沼渣、沼液综合利用， 对沼气综合利用可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提高综合效益认识不足。沼气

综合利用停留在较低层面上，综合效益未能完全体

现。在沼气、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方面经验不

足，示范引导作用不强，应用的领域比较狭窄，大

多数农户仅使用沼渣做有机肥， 还没有从真正意

义上发展成为以沼气为纽带，集养殖、沼气、种植

业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模式，没有成为发展生

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6、农村用能结构的多元化。随着当前农村经

济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生产生活用能趋于

多样化，电能、型煤、液化气等多种能源并存，从

使用的省工、方便、洁净等方面考虑，农民选择的

机动性增大，导致用户使用沼气的份额在减少。

7、沼气的后续管理服务工作跟不上。一些农

户开始建池积极性主动性很高，沼气池建成以后，

前两三年使用率很高，后来因不能及时清理池渣，

管道老化，各类设施得不到及时维修保养和更新而

放弃使用。目前农村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且外出

务工人员多是体力较好、有文化的青壮年，留在家

里的老人、妇女，缺乏对沼气池的有效管理，不熟

悉操作规程，沼气池一旦出现产气少或不产气等问

题，不知从何着手处理，只能有气就用，无气就不

用。从而影响农户沼气池的使用率与建池的积极

性，阻碍了沼气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策和建议

1、统筹规划，综合推进：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要把农村沼气建设与当前新农村建设、生态村、小

康村建设等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综合推进。抓紧

制定切实可行的、适合本地区农村沼气建设的发展

规划，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技术模式，实施分类指

导。一是以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为主，着力提高沼

气及其综合利用水平；二是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生

态农业。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以沼气为纽带

的生态农业试点。进一步提高生态农业建设技术水

平和科技含量，促进我市农业结构合理化，技术生

态化，过程清洁化，产品无害化，实现经济、生

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2、抓好典型示范，加大推广力度：充分利用

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农村沼气建设在

改善生态环境、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和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地位、作用、技术、

模式及成功典型进行全面、深入、广泛的宣传，做

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

围。抓好示范村培育，选择文化素质高、科技意识

强、有强烈愿望的农户先行建设，充分利用农村沼

气国债项目资金和地方财政投入的扶持，抓好示范

村建设项目，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全市

农村沼气建设向纵深发展。

3、强化技术培训，搞好技术服务。 沼气建

设，必须克服重建轻管、缺乏后续服务的弊端。一

是要加大沼气技术的培训力度，有组织、有计划地

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积极聘请有关专家和

技术人员讲授沼气基础知识、沼气综合利用技术、

沼气发酵和管理技术、生态农业技术。通过各种形

式的技术培训工作，壮大沼气技术队伍，使更多的

农民会建、会用、会修沼气池。做好跟踪维护服务

工作。二是配套完善村级沼气后续服务网络，组建

一支相对稳定的沼气管护队伍，为农民随时提供技

术服务，以解决沼气使用户的技术难题。强化建后

管理，确保建设项目持续发挥效益，提高沼气池的

使用率和使用效果。

4、推广秸秆发酵产气新技术，开辟沼气发酵

新原料。目前除了人畜粪便作为沼气发酵原料之

外，农村秸秆（谷草、谷壳、麦秆、玉米秆等）经

过轧碎、堆沤处理，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也可作为沼

气产气的重要原料。各级能源办及乡村服务组织要

把技术推广到沼气用户，以弥补养殖少而造成原料

不足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