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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昌县经过三十多年的农村能源的开发和利

用，实现了农村能源的多能互补，切实改善了农户

的用能结构，提高了农户的用能水平，也改变了较

差的居室卫生条件。特别是几年来实施的沼气“一

池三改”（即修建沼气池、改厨房、改厕所、改畜圈），

每户卫生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农户改院坝、改水、

改路，使昔日的脏乱差，变成了到处是绿荫环抱的

农家小院。户与户之间新铺的水泥路，一座座新建

的沼气池，新改的厕所和浴室显示出农民卫生观念

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1 德昌县农村能源建设的现状
从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和发

展，全县所建沼气化厕所，受益农户达4万多人。除

少数民族乡外，汉区乡、镇都有沼气试点示范。到

2007年 10月底统计，全县共建沼气化厕所16758

口，实现了全县省柴灶化。推广家用太阳能热水器

9000m2（采光面积），推广城镇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85处6500m3，年处理生活污水达到65万吨。推广沼

液浸种累计2.66万公顷。用沼液、沼渣打造无公害

农产品，沼液喂猪，沼气升温养蚕等“三沼”的综合

利用，得到较快的发展，取得实效。已先后在麻栗

乡三合村、茨达乡点水村、锦川乡罗乜村、乐跃镇半

站营村、马安乡一碗水村、小高乡安宁村、德州镇移

民村、乐跃镇铜厂村等村社建立了沼气综合建设试

点示范片区，还在全县实施了人畜饮水工程和烤烟

小水窖工程，在茨达乡跃进村、锦川乡罗乜村和小

高乡高峰村，分别建了三台水锤泵。现已初步建成

全县农村能源建设体系：在汉区以推广沼气、省柴

灶、太阳能热水器、型煤等项目为主；在二半山和高

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以省柴灶建设为主，因地制

宜发展沼气和太阳能项目。在全县农户中开展以

沼气为纽带的“猪—沼—果（菜、烟）”等生态家园模

式建设，现已形成农村能源建设的良性循环。通过

农村能源建设，全县农村生活用能结构已有了较大

改变，从以前普遍烧木柴为主，发展到现在的综合

利用：平坝河谷地区沼气、型煤、水电、木柴（主要是

桑枝）、太阳能、石油液化气等多项能源交替使用；

少数民族地区（高山和二半山）一是进行了改灶，变

“老虎灶”为节柴灶，二是有条件的地方进行了沼气

建设，农户用上了沼气。近年来，我县沼气建设突

飞猛进，特别是沼气国债项目和省级项目的建设，

迎来了全县农村能源建设的新高潮。沼气建设彻

底改变了农村的居室环境，改善了卫生面貌，为农

户增产增收创造了条件。

2 德昌县农村能源建设取得的成效
以德昌县茨达乡点水村为例，茨达乡点水村位

于德昌县城西南边角的一个彝族聚居村寨。全村

辖 六 个 社 ，212 户 ，929 人 ，人 均 有 耕 地 面 积

1733.4m2，人 均 纯 收 入 808 元 ，人 均 占 有 粮 食

201.5kg。自然资源丰富，有山地146.7公顷，稻田

13.86公顷，退耕还林109.73公顷，用于种植青椒

82.4公顷，核桃27.33公顷。农民历年造林达31.46

公顷（其中：核桃13.33公顷、香花椒13.33公顷、板

栗4.8公顷），现已收益。每年香花椒、核桃等农产

品，远销西昌、攀枝花、昆明等地，品质好、色味鲜

美，深受农户欢迎。点水村农村能源生态家园建设

于2001年11月启动，到2002年底，完成了各项建设

项目。

由于农村能源建设项目的带动，促进了该村经

济的全面发展。全村经济收入来源除卖花椒、核桃

外，每年种植烤烟13.3公顷，收入18万元。每个农

户都养了生猪，多数户养了牛、羊，现有生猪存栏

1820头，牛376头，羊1210只，户均每年能宰杀一头

肥猪。项目完成到现在，点水村的农户生产生活条

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一是发展的经济作物烤烟、

花椒、核桃；二是发展优良品种黑山羊、DLY母猪等

给农户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

高，经测算全村累计新增纯收入107万元，人均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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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居住环境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彻底实现了

人畜分居分离，家庭院坝得到绿化。实现了沼气、

省柴灶化，改变了农村用能结构，改善了生态环

境。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洗上了热水澡，个人卫

生有了较大改变。沼气建设，对消灭血吸虫，减少

传染病，改善农民居室环境卫生有了重大保证，它

是治理农村环境卫生的有效途径。农户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明显提高，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基础。

点水村是茨达河起源之地。农村能源建设前，这里

生活用能砍伐木柴严重，造成生态植被严重破坏。

农村能源建设后，由于少砍树木，同时通过该村几

年来的民营造林、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等措施，现

森林覆盖率为49%，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在全县农户中开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猪—沼—

果（菜、烟）”等生态家园模式建设，现已形成农村能

源建设的良性循环。发展农村沼气，建设生态家

园，可以解决农村能源短缺问题，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和农村卫生面貌，实现生态农业系统中物质和能

量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

发展。通过开展沼气“一池三改”建设，有效地减少

了由畜禽粪便等引起的甲烷排放以及燃煤、薪柴等

导致的СΟ2排放，从而优化农村卫生环境。实践表

明，养殖3~5头猪的农户，建8~10m3的沼气池一口，

在沼气池上建厕所和猪圈，厨房内配备全自动、脉

冲点火式灶具和沼气灯，实现自动点火，达到安全、

卫生、方便、节能的目的。沼气池的主要原料是人

畜粪便、垃圾、废物等所含有的有机废弃物，其中的

生物质能源长期以来未开发利用，并且污染生活环

境。沼气工程就是将这类废物通过厌氧消化制取

沼气，解决农村的基本能源问题。

沼气工程的主要产品是沼气、沼液和沼渣。一

般沼气中含甲烷（СH4）55%~70%。沼气热值取决

于沼气中甲烷含量，纯甲烷的低热值为38.94MJ/M3，

如以60%的甲烷计，则沼气热质为23.36 MJ/M3。沼

气可作为燃料，用于农村的日常生活，如炊事、采

暖、照明。沼渣中含有多种常量和微量元素，氨基

酸的含量十分丰富，且多为可溶性营养物质，可用

作饲料添加剂养猪养鱼。沼液、沼渣还是优质的农

家肥。沼渣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较全面的养分，其

中有机质36.0%~49.9%，腐殖酸10.1%~24.6%，粗蛋

白5%~9%，全氮0.8%~1.5%，全磷0.4%~0.6%，全钾

0.5%~1.2%，以及富含矿物质的灰分，已广泛用作食

用菌的培养、果树栽培以及种植业上。以一个3~4

口之家为例，养猪3~5头，日产鲜粪5.0~8.3kg，粪水

30~50L，粪水浓度2%，CΟD为16000~18000mg/L，

相应的沼气工程的设计容积8~10m3，产气率0.2%~

0.3% m3/ m3·d。全年可产沼气380~450 m3，基本能

满足一家三口的生活用能。

沼气建设突破了单纯解决农村生活能源的来

源问题，人们已把发展沼气对处理人畜粪便与能

源、肥源和卫生环保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人畜粪便

入沼气池进行发酵，苍蝇蚊虫明显减少，粪便无害

化处理率明显提高，使居室环境条件改善。实践证

明，凡是进行了沼气建设的农户，环境卫生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3 德昌县农村能源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
加强其建设的对策

德昌县经过近几年来实施的沼气“一池三改”

（即修建沼气池、改厨房、改厕所、改畜圈），实现了

农村能源的多能互补，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用能结

构，提高了农户的用能水平，也改变了较差的居室

卫生条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及环境生态效益，但

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3.1德昌县农村能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3.1.1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投入少，应加大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投入力度。

3.1.2因经济基础、房屋条件等的限制，少数项目户

“三改”的质量不高。

3.1.3项目后期运行管理服务薄弱，应加强沼气物业

化管理。

3.2进一步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对策

3.2.1加强科技力度，提高建设质量 凡所建沼气池，

都应严格按照四川省技术监督局颁布的管理规程

进行管理，达到卫生使用的标准。

3.2.2加强规范化管理 一是加强技术员沼气工艺技

术的培训，以提高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二是定期

或不定期到生产第一线检查建设质量，发现问题现

场处理；三是加强安全管理，要求各沼气用户的沼

气使用规则必须张贴上墙，要求各沼气技术员在施

工现场必须要对用户进行安全宣传，使用户能够做

到正确操作。

3.2.3统一规划，专业施工 由经过省级培训的具有

获得“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员负

责工程施工，每个项目村建立施工队，实行施工队

长负责制。

3.2.4抓好宣传 一是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宣传；二是

在施工现场进行直接宣传；三是散发宣传资料。通

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增强了群众对农村能源建设的

积极性，并提高了节能、环境保护和家居卫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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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 建立了项目公示制度 设立农村能源项目建

设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沼气器材严格按照国

家农业部和四川省农村能源办公室推荐的产品集

中采购；建立了完善的档案，搞好建设项目户档案

卡片的填报、录入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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