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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以中餐为主饮食和以猪肉为主要荤肉食材的习惯，彰显出每日将产生大量“潲水”，同时又需要

大量猪肉食材，此外“潲水”与猪又存在着巨大的关联。“潲水”具有巨大的环境危害性的同时，又具

有丰富的营养性，正确处理好“潲水”与猪的关联性，合理有效处置利用好“潲水”，将对保护好“绿

水”，促进养猪业建设发展，保障人民日常生活，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生态方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本文在简要分析了当前我国水系环境质量状况、“潲水”的产生量、危害性和处置利用情况

基础上，重点得出了正确认识“潲水”利弊结论，同时提出了相关建议。对相关决策研究者具重要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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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habit of making Chinese food as their main diet and pork meat as the major 
material shows that a large amount of “hogwash” would be produced every day; meanwhile a lot of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4070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4070
http://www.hanspub.org


陈立荣 等 
 

 

DOI: 10.12677/sd.2020.104070 563 可持续发展 
 

pork meat was needed, besides ther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between “hogwash” and pigs. 
“Hogwash” has great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has rich nutrition. Thus properly handling 
the correlation of “hogwash” and the pig and using “hogwash”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are im-
portant to protect the “green water”, promote the industry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afeguard 
the people’s daily life, achiev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ur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nviron-
mental quality of our country’s drainage system, and the production, harmfulness and utilization 
of “hogwash”, the conclusion of making proper recognition of “hogwash” is made emphatically, 
an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le-
vant decision-making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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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频频以妙言隽语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习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对“绿水”论述，充分体现出国家对“绿水”

的关注度及水系环境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中国人以中餐为主饮食和以猪肉为主要荤肉

食材的习惯，标显出将日产生大量“潲水”的同时，又会需要大量猪肉食材，而“潲水”与猪又存在着

巨大的关联，“潲水”具有巨大的环境危害性的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营养性，正确处理好“潲水”与猪

的关联性，管控处置合理有效利用好“潲水”，使其变“废”为“宝”，对保护好“绿水”，促进养猪

业建设发展，保障人民日常生活，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生态方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 当前我国水系环境质量状况简述 

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不仅是人们必须的重要生活资源，同时对工农业生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域特性，不仅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只达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 1/6 [1]，而且全

国季节性、区域性降水差异巨大，西北雨水少、沙漠多、土地保水性也差，中部和西南降水虽较多，但

主要集中在夏季及春夏和夏秋交接时期，冬季及冬季前后时期降水少，造成全国大约一半的城市缺水，

加之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水环境

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据 2018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报道[2]：流域地面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松

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流域、西北诸河、西南诸河监测的 1617 年水质断面中，IV
类占 14.4%，V 类占 4.5%，劣 V 类占 6.9%，黄河、松花江和淮河为轻度污染，海河和辽河流域为中度污

染；流域湖泊(水库)：监测的 111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IV 类 19 个，占 17.1%；V 类 9 个，占 8.1%；劣

V 类 9 个，占 8.1%；监测营养状态的 107 个湖泊(水库)中，中营养状态的 66 个，占 61.7%；轻度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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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 25 个，占 23.4%，中度富营养状态的 6 个，占 5.6%；地下水质：全国 2833 处浅层地下水监测井

水质总体较差，IV 类占 29.2%；V 类占 46.9%。造成我国地面地下水质污染的原因，主要是无节制地排

放未经处理的废污水、污水处理率偏低、大量污水直接排放水土流失以及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和环

境意识淡薄，环境执法力度不够。2018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说明我国地面地下水质状况并不十分好，

大江河流水质状况都如此，那些流经市、区、县、镇的次级河流水质状况可能更差，特别是在冬季雨水

较少，河流流速减缓情况下，污染程度将更加严重，可显保护“绿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造成水污染

原因是多方面，但主要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水系环境所致，而在生活污水中“潲水”又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来源于大量“潲水”类污水的排放，即使达标排放了，其仍含有低于标准

值的污染物质，更何况还难以做到 100%的处置和达标处置排放，特别是一些区、县、镇的生活污水，生

活污水中“潲水”贡献更大。 

3. “潲水”的产生量及危害性分析 

3.1. “潲水”产生量简述 

从餐馆、酒店宾馆、学校和工厂食堂、家庭等每天都将产生收集大量的残菜剩饭，即剩饭、剩菜、

菜叶、果皮菜汤、动物骨头等，即所谓的“潲水”。特别是拥有近十四亿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

的生活餐饮习惯，每天“潲水”产生量巨大，还无查询有专门的有关中国“潲水”日产生量的报道，如

按每人每天三餐共仅产生 200 g“潲水”量计，全国每天产生量将达 2.8 × 106 t，其实应远不止这个量， 据
统计，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型城市餐饮业，每天产生的废水量就接近 3.0 × 106 t [3]，以广州市为例，日产

潲水在 5000 t 以上，清远市每天产生的潲水都在 2000 t 以上。由于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与西方国家存在

很大差异，西方国家三餐主要都是西餐，每餐几乎都是各种面包等干粮加一杯奶或水果籽就属一餐，准

备配置简单，即节能，资源食材浪费少，又几乎几剩余物，即几乎无“潲水”产生；而中国人的习惯三

餐主要以中餐为主，即以干稀米饭和各种面食为主，在食用干稀米饭时需配置各种荤素菜，不仅在食用

后会产生大量潲水，在清洁餐饮器具和食材准备时也都会产生一定量潲水，加之中国人又大都热情好客，

特别是各种聚餐请客或在外就餐时喜欢配置较多荤素菜肴，就餐完毕都会剩下很多荤素菜肴，产生大量

所谓“潲水”；即使食用面条、抄手、水饺等面食，也会剩下大量具各种调料类的汤类“潲水”，这种

传统的饮食和待人习惯，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大量“潲水”，每天这类人群产生的“潲水”量远

不只 200 g/人。与此同时，在就餐准备中还带来大量生活类垃圾，特别是素菜准备过种产生的剩菜叶菜

根菜皮，清洁淘洗米类食材也会产生“潲水”类污水，就餐完毕会产生的就餐器具清洁洗涤类污水，大

大增加了生活垃圾和“潲水”类生活污水量。 

3.2. “潲水”的危害性简述 

“潲水”成分相当复杂，营养丰富，能量高、脂肪高等，餐饮废水中主要成分是剩余食物和水，以

淀粉类、食物纤维类、动物脂肪类等有机物为主要成分，具有营养成分高、含水率高、油脂和盐分含量

高、易腐发酵发臭等特点。据对我国发达地区广州、上海等地餐饮废水检测结果表明：BOD 为 300~500 
mg/L，COD 为 1000 mg/L 左右，油脂为 150~421 mg/L，氨氮平均值 6~50 mg/L，SS 为 300~568 mg/L，
这些指标均高于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规定的排放浓度，其中油脂，BOD，COD，

SS 要远远高于三级标准[4]，直接排入水系环境将会对水体质量造成严重污染危害；若将之与生活垃圾一

道收集、运输和处置，将会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居民生活，也会影响生活垃圾的终处置效果。由于潲水

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其腐败变质快，腐败后含有大量的病原体、病毒、寄生虫和虫卵等，排入水系环境

将危害更大。其主要危害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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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种疾病的发源地 
“潲水”腐败过程中经有害微生物发酵产生很多强烈刺激性气体，如硫化氢、氨气等，对猪的呼吸

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经常引发猪呼吸道的各种疾病。高含量的细菌进入猪的肠道会破坏肠道微生

物的菌群平衡，使猪引发各种肠道疾病[5]。用“潲水”特别是生的下脚料喂猪，可使猪感染上猪肉孢子

虫病(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这些寄生虫往往可以在猪体内存活繁殖，通过食物链侵染人体。“潲

水”猪肉食用者还易感染螺毛虫和钩虫病、绦虫病[6]。 
2) 慢性中毒的罪魁祸首 
“潲水”中还含有聚氯、聚苯、聚乙烯等不易分解吸收的化学物质，简单加热蒸煮根本起不到去毒

的作用，有的还会加重，用其喂猪，不仅可造成猪食物中毒，还可引起人类慢性中毒[7]。 
3) 居民饮食链的致命环节 
“潲水”猪肉与正常猪肉比较有一股骚腥异味，肉质疏松，弹性差，没有正常猪肉的肉香味，由于

“潲水”猪长期食用高脂肪的“潲水”，极易造成脂肪肝，肉质肥腻，体内饱和脂肪酸大量积蓄，人食

用后极易造成肥胖症等[8]。 
4) 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 
“潲水”腐败变质速度很快，这是由于“潲水”中富含大量有机养分的缘故，夏季 6 个小时就馊变，

而“潲水”一般是每天收取一次，因此特别是高温季节收取回来的“潲水”起码有一半是已经变质的。

“潲水”变质后产生大量刺鼻的异味和臭味，这些味道不仅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还招来大量的苍蝇繁

衍[9]。“潲水”中由于油类物含量高，在冬季温度低时排入污水管道，地沟油易堵塞污水管道，造成污

水反水；地沟油污染地下水，消耗水体氧气，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滋生蚊子、苍蝇等害虫；废弃食用油

脂流入江河，容易导致鱼虾等由于缺氧而窒息[10]。 
5) 增加污水处理难度 
由于“潲水”有机质含量高，如不利用而直接排入生活污水系统，不仅大量增加污水浓度，处理时

将消耗大量净水处理剂等资源和电力等能源，同时，处理水即使达标，但其仍含有低于标准限值的污染

物质，排入受纳水系也会增加水中的污染物浓度，增加其自然净化降解难度，降低水质质量。 

4. 对“潲水”的处置利用情况及认识 

4.1. 国内对“潲水”的处置利用简述 

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大中城市中多数对各种餐饮“潲水”大部分都放入生活污水排污道，与其它

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置，少部分被养猪户收集喂猪利用，而一般县镇中大部

分被养猪户收集喂猪利用，很少部分与其它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县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置，并有少

部分直接排入到附近河流中；乡村散户村民，对“潲水”几乎 100%利用于喂自养猪。国内虽有对“潲水”

的处置利用的报道，但总体处理利用率十分低，主要的处置利用方式一是只对其中油类物的去除，如少

数餐饮采用油水处理器对“潲水”进行除油类物；二是采用饲料发酵剂发酵“潲水”，用发酵“潲水”

具有如下优点[11]：1) 免却了传统的蒸煮的麻烦：一般用“潲水”喂猪，都先要烧煤炭进行蒸煮熬制，

非常麻烦，费时、费工、费钱，又要购置设备等，而且没发酵的“潲水”只能是喂 50 kg 以上的大猪才

可以。2) 潲水理化性质的改变，使喂猪更加方便：发酵后的“潲水”，经养殖户的试验，可以喂养 25 kg
的小猪，不会造成拉稀腹泻，相反，没有经过发酵的“潲水”，即使是煮过的，也不能喂 50 kg 以下的

小猪。结果是养猪的成本大幅度地降低了。3) 发酵后的“潲水”可以代替全价饲料中 80%的麦麸、玉米

粉等来使用。4) 可以有目的地对潲水进行存储，时间在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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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潲水”利弊的认识 

中国人以中餐为主饮食和以猪肉为主要荤菜食材的习惯，标显出“潲水”与猪存在着巨大的关联，

正确处理好“潲水”又与猪的关联性，具有十分必要性。诚然中国“潲水”产生量之大，“潲水”对水

系环境危害性巨大，腐坏后的“潲水”用于喂猪也具有较大危害性，但“潲水”具丰富的营养物，如正

确处置合理利用好“潲水”用于喂猪，不仅可大大节约喂猪成本，减少喂猪所用各种材料资源的使用，

同时可大大减少其排放后对生态水系环境的影响，对实现“绿水”，促进区域和流域水质量的改善具有

重要作用，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还可节约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减少对处理“潲水”所需增加的处理

剂材料，用电及相关处理设施，具有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 
其实，我们刚吃过剩下的剩饭剩菜剩汤，为什么用来喂猪就会有这么大的危害，是马上使用有危害

还是放置了多长时间后有危害，有关研究机构研究对比过吗；为什么现在几乎 100%的城填人都认为没有

采用猪食料喂养的猪肉十分香嫩而喜欢到偏远山区高价采购村民未采用猪食料喂养的猪肉吃，而村民未

采用猪食料来喂养猪，其采用什么把猪喂养大的，其 100%都是采用自己剩菜剩汤加各种青菜配料及米糖

玉米等喂养大的，只是农村每天自身产生的“潲水”少，每天及时喂猪消化处理掉了“潲水”，没有让

“潲水”存留时间过长变质，并多数在洗涤餐具时没有采用消毒剂和洗涤剂等，同时，由于村民多数肉

类晕菜吃得少，“潲水”中油分少，因此，猪养大时间长，一般需 1 年左右时间才能达 100 kg 左右。生

长期达一年的农村散户猪为什么比采用猪食料喂养的四五个月就长至达 100 kg 左右的猪肉质还更香嫩，

有关研究机构作过研究对比分析吗。针对以上疑问，作者认为，只要“潲水”存留时间没有超过一定时

限，如夏天不超过 6 小时左右，春秋不超过 1 天，冬天不超过 2 至 3 天，“潲水”没有发生变质腐败，

同时合理搭配一些青菜料，控制好“潲水”比例，使用“潲水”喂养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人都

才吃过，只是吃剩下的东西而已，完全可用来喂猪。 

5. 建议 

1) 国家应组织具相关研究能力的研究机构对“潲水”喂猪情况作专门的对比研究。如采用“潲水”

喂的猪与不采用“潲水”喂的猪的猪肉质量(污染物质含量)对比、食用者人体健康对比、“潲水”存留时

间中污染物质含量变化情况研究及其不同存留时间对喂的猪质量影响对比(猪的生长变化情况、猪肉质中

污染物含量等变化情况等)、喂猪食料中“潲水”加入量对猪质量情况的影响对比、“潲水”是否煮与不

煮对猪的影响对比等。 
2) 在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得出权威研究结论前，可制定强制法规要求有关宾馆餐馆食堂对“潲水”

类生活剩余物进行分类收集利用。如对食用剩饭、剩菜、菜叶、果皮菜汤、动物骨头等及食材准备过种

产生的剩菜叶菜根菜皮、淘米水等作为一类“潲水”专门收集利用；对洗涤餐具产生的生活污水作为二

类“潲水”管理，不能与一类“潲水”混存，只能作为一般生活污水排入生活处理系统中。 
3) 规定一类“潲水”在不同季度存放时间范围内可利用于喂猪利用。如夏季存放时间可为 6 h 内，

春秋节可为 12 h。 
4) 建议要求各城市都建立一类“潲水”集中收集处理站，对其进行初步处置(如过滤)后再分给各用

户使用。 
5) 鼓励对一类“潲水”在合理规定期内喂猪利用，实现既节能又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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