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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养分数据空间化表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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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进行规模化养殖场粪便养分分配，主要以行政单元为单位将规模化养殖统计数据总量按农田面积

简单分配，认为所有的农用地之间都是均匀的，而忽视了农用地块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问题，利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

术，结合农用地地块间的空间差异性以及规模养殖畜禽粪便作为肥料施用的特殊性，构建了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

数据空间化算法，并结合农用地最大养分负荷，实现从规模畜禽养殖统计数据到区域畜禽粪便养分供给的空间化

转换，最后以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为例进行了算法的实际应用。结果表明研究区农用地氮、磷最大养分负荷分别

为 １６９９９４ｋｇ／ｈｍ２和 ３４９７３ｋｇ／ｈｍ２。无论是畜禽养殖粪便氮养分还是磷养分，都未超过算法设定的阈值。

关键词：规模化养殖场　粪便养分　空间差异性　养分负荷　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Ｐ２０８；Ｓ１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５４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１２ 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 １２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２７１２３２）、福建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Ｊ０５１１５）、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资助项目
（ＪＡ１３２５９）、福州市科技资助项目（２０１３ Ｓ １０９）和闽江学院育苗资助项目（ＹＫＹ１１０５）

作者简介：阎波杰，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和农业信息化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ｂｊ＿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引言

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畜禽养

殖粪便，尤其是规模化养殖场，产生的畜禽养殖粪便

量更多，这些畜禽养殖粪便处理得当可成为有用的

有机肥料返田使用，若处理不当就可能成为环境污

染的重要源头
［１－２］

。目前，规模养殖的相关问题引

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开展了一系列以规模畜禽

养殖粪便统计数据为基础的相关研究
［３－１１］

，这些研

究主要集中在大尺度上以行政单元为单位将规模化

养殖统计数据总量按农田面积简单分配，该分配方

法认为一个区域的规模化养殖是均匀分布的，若在

小尺度上分析，其结果必然与实际会有较大的差异，

无法体现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基于区域的规模化养

殖分布不均匀的思维，阎波杰等
［１２］
利用空间插值方

法对畜禽养殖数据进行了空间化的探索。但由于地

块间的空间差异性以及畜禽粪便的特殊性，肥料施

用不满足地理学第一定律（Ｔｏｂｌｅｒｓｆｉｒｓｔｌａｗ），空间
自相关性弱，因此，现有的空间插值方法无法准确地

将畜禽粪便养分向农用地养分转化。

本文利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结合农用地地块
间的空间差异性及规模养殖畜禽养殖粪便作为肥料

施用的特殊性，构建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

化算法，并利用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ＧＩＳ软件和 Ｃ＃编程语言
实现将畜禽养殖规模数据分摊到农用地地块中，解

决从规模化畜禽养殖到区域畜禽粪便养分供给的空

间化转换。

１　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算法

根据规模养殖畜禽养殖粪便作为肥料施用到农

用地的影响因素，并参考作者前期研究成果
［１３］
，进

行了模型的重新构建，主要利用德尔菲法确定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与农用地的最短实际自然距离、农用

地面积、农用地类型、农用地坡度和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到农用地的运输经济性作为影响规模化养殖畜禽

粪便养分空间化的主要因素，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其构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统

计数据空间化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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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养分分配过量导致环境污染，农用地最大养

分负荷不能超过一定的阈值，由于国内还未有这样

的标准，本文参考欧盟的标准（单位面积农用地氮

负荷和磷负荷分别为１７０、３５ｋｇ／ｈｍ２）［１４－１５］，具体的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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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某农用地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得到的
养分总量

Ｓ———农用地面积
Ｐｍ———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分
ｏｉ———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与其最经济运输

距离范围内某农用地之间的最短实际

自然距离

ｓｉ———某农用地面积
ｅｉ———某农用地类型对应的值
ｆｉ———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到农用地的运输

经济性

ｇｉ———某农用地坡度
λ１———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与农用地的最短实

际自然距离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

据空间化的影响权重

λ２———农用地面积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
据空间化的影响权重

λ３———农用地类型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
据空间化的影响权重

λ４———某畜禽养殖场到农用地的运输经济性
的权重

λ５———农用地坡度对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
据空间化的影响权重

ｎ———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最经济运输距离
范围内农用地数目

ｍ———某农用地获得养分的畜禽养殖粪便养
分源个数

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实现还涉及到

如下算法：

（１）空间实际自然距离计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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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规模养殖场到某农用地之间的实际自
然距离

ｃ———规模养殖场到某农用地之间可近似被
分成的直线段数目

（ｘｉ，ｙｉ）、（ｘｉ＋１，ｙｉ＋１）———直线段的端点坐标
该计算方法主要解决某规模养殖场到某农用地之间

各条道路的实际自然距离。

（２）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算法［１６－１８］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假设网络 Ｗ （Ｖ，
Ｕ）每个结点 ｖｉ都有一对标号 ｔｉ，ｐｉ，其中 ｄｉ是从起点
ｖａ到点 ｖｉ的最短路径的长度（结点到其本身的长度
为０，结点间不连通的长度为 ＋∞）；ｐｉ则是从起点ｖａ
到点 ｖｉ的最短路径中点 ｖｉ的前一结点。则求解从起
点 ｖａ到点 ｖｉ的最短路径算法的基本过程如下：

①初始化：起点 ａ设置为：ｔａ＝０，ｐａ＝ｎｕｌｌ；其他
点 ｉ：ｔｉ＝＋∞，ｐｉ＝ｎｕｌｌ；标记起点 ｋ＝ａ，其他所有点
设为未标记。②距离计算：计算从所有已标记的点
ｋ到与其直接连接的所有其他未标记的点 ｉ的距离
ｔｋｉ，并令

ｔｉ＝ｍｉｎ［ｔｉ，ｔｋ＋ｔｋｉ］ （４）
③选取下一点：从上述结点集中，选取 ｔｉ最小所对应
的点为最短路径中的下一结点 ｊ，并作标记。④找到
ｊ的前一点：从已标记的点中找到直接连接到点 ｊ的
点 ｘ，作为前一点，设置为：ｊ＝ｘ。⑤标记点 ｊ：如果所
有的点均已标记，则最短路径寻找结束；否则记 ｋ＝
ｊ，转第②步继续。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是基于畜禽养殖粪便的最大经济
运输距离范围内，结合上述空间实际自然距离计算

结果，确定某畜禽养殖场到某可施用畜禽养殖粪便

的农用地之间的最短距离。

（３）缓冲区分析算法［１９］

Ｈ＝｛ｘ｜ｄ（ｘ，ａ）≤ｒ｝ （５）
式中　Ｈ———缓冲区分析的范围

ｒ———缓冲区半径，其取值是畜禽养殖粪便最
经济运输距离，该值与畜禽养殖粪便种

类密切相关

ｄｉ———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与其最经济运输
距离范围内某农用地之间的距离

缓冲区算法在文中主要是确定规模养殖场基于最经

济运输距离能将畜禽养殖粪便运输到达耕地的范

围，并提取范围内所有的农用地。

２　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实现的
思路及流程

　　 利 用 ＧＩＳ强 大 的 空 间 分 析 能 力 并 结 合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ＧＩＳ软件和 Ｃ＃编程语言编程实现了将规
模畜禽养殖粪便统计数据向农用地养分转换，即实

现规模畜禽养殖粪便统计数据的空间化。具体步骤

如下：获取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空间位置坐标（利用

ＧＰＳ技术采集）和农用地质心的空间位置坐标（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软件计算提取）。利用排泄系数法计
算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养分量。以该空间位置为中

心，以最经济运输距离为半径进行空间缓冲分析。

判断该缓冲区内的农用地数目。利用空间实际自然

距离计算算法分别计算规模畜禽养殖场到农用地的

空间实际距离之间的所有道路段长度。利用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确定某畜禽养殖场到某可施用畜禽养
殖粪便的农用地之间的最短空间实际距离。按规模

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算法将规模畜禽养殖场

产生的畜禽养殖粪便养分分配到空间缓冲分析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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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同理，其他的规模养殖场的畜禽养殖粪便

养分也进行相似分配。最后，汇总各农用地获得的

养分。计算农用地养分负荷。检验农用地养分负荷

是否大于所允许的最大负荷。其具体的实现算法流

程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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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
　

３　案例应用

选择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为试验区域，该区域

地处福州市城郊区域，交通方便，紧靠消费市场，各

类不同规模的养殖场较多。区域内采用 Ｑ５ＧＩＳ采
集器及实地调查获得 ５８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规模
养殖场，其中以养猪和养鸭为主要畜禽养殖品种。

参考相关文献利用排泄系数法及畜禽养殖粪便养分

含量系数估算规模养殖场的畜禽养殖养分
［２０－２２］

，以

这些规模畜禽养殖场为畜禽养殖粪便养分源并根据

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算法，进行规模养

殖场畜禽粪便养分的空间化。本文共采集 １０９６块
农用地地块，结合上街镇畜禽养殖场粪便作为有机

肥的施肥习惯主要采集耕地、菜地、园地和农业设施

用地４种类型。
其中５８个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粪便氮养分的

计算主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通过 Ｑ５ＧＩＳ采集器获
取实际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空间面积。由于大部分规

模化养殖场按照一定的畜禽养殖行业标准进行设

计，因此，参照作者前期研究的成果可利用规模化养

殖的空间面积，结合面积比例法，可获得规模畜禽

养殖场的畜禽养殖统计数据
［９］
。基于上述畜禽养

殖统计数据，利用排泄系数法可获得５８个规模养殖
场畜禽养殖氮养分量。由于不是所有规模化养殖场

都按照一定的畜禽养殖行业标准进行设计，因此估

算的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氮养分量与实际的统计数

据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该偏差基本不影响

本研究的算法验证。

本文假设前提是规模养殖场粪便全部直接用于

还田，则根据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据空间化算法

将５８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粪
便进行空间化分配，具体计算结果见图 ２、３。农用
地中畜禽养殖粪便氮养分含量平均值为 ２２７２７ｋｇ，
最大值为 ９０１８７ｋｇ，最小值为 ３６６５ｋｇ，其中农用
地氮最大养分负荷为１６９９９４ｋｇ／ｈｍ２。农用地中畜
禽养殖粪便磷养分含量平均值为 １５８６１ｋｇ，最大值
为１１９７５５ｋｇ，最小值为０７５３ｋｇ，农用地磷最大养
分负荷为３４９７３ｋｇ／ｈｍ２。无论是畜禽养殖粪便氮
养分，还是磷养分都未超过算法设定的阈值。因此，

通过该算法可将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粪便养分无污

染地施用于其最大经济运输距离范围内的农用地，

任一块农用地接受到的畜禽养殖粪便均未超过其最

大畜禽养殖粪便养分负荷且可体现区域内农用地之

间接受畜禽养殖粪便养分存在的空间差异性。

图 ２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氮空间化分配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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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利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结合空间实际自然距
离计算算法、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空间缓冲区分析、农用地
地块间的空间差异性及规模养殖畜禽养殖粪便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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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磷空间化分配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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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
　
肥料施用的特殊性，构建了规模化畜禽养殖统计数

据空间化算法，并基于农用地最大养分负荷阈值，利

用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ＧＩＳ软件和 Ｃ＃编程语言编程实现了将
　　

规模畜禽养殖粪便统计数据向农用地的养分转换。

实际应用表明该算法可实现畜禽养殖粪便养分的空

间化，即研究区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粪便养分可无

污染地施用于其最大经济运输距离范围内的农用

地，任一块农用地接受到的畜禽养殖粪便均未超过

其最大畜禽养殖粪便养分负荷且可体现区域内农用

地之间接受畜禽养殖粪便养分存在的空间差异性，

这一算法比以行政单元为单位将规模化养殖统计数

据总量按农田面积简单分配所实现的养分分配方式

更接近于实际。该结果可指导施肥者较合理地将畜

禽养殖粪便施用于农用地，也可对畜禽养殖业生产

空间布局、农业环境污染控制及区域土地资源优化

配置等相关研究提供决策依据。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华南农业大学．家畜粪便学［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ＢａｓｓａｎｉｎｏＭ，ＳａｃｃｏＤ，ＺａｖａｔｔａｒｏＬ，ｅｔａ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ｓ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Ｉｔａｌ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１，１１（２）：７１５－７２３．

３　ＫｏｈｙａｍａＫ，ＨｏｊｉｔｏＭ，ＳａｓａａｋｉＨ，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ｉｎ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５２（４）：５７６－５７７．

４　刘东，马林，王方浩，等．中国猪粪尿 Ｎ产生量及其分布的研究［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４）：１５９１－１５９５．
ＬｉｕＤｏｎｇ，ＭａＬｉｎ，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ｈａｏ，ｅ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ｉｇｍａｎ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６（４）：１５９１－１５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ＳｏｎｇＫＹ，ＬｉＹ，Ｏｕｙ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Ｍａｎｕｒ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ｏｆｐｉｇｅｘｃｒｅｔ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ｔｏ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１３：１８４６－１８５５．

６　王辉，董元华，张绪美，等．集约化养殖畜禽粪便农用对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影响评估［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８３－１８８．
ＷａｎｇＨｕｉ，ＤｏｎｇＹｕ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Ｘｕｍｅｉ，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ｎｕｒｅ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８３－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王辉，董元华，张绪美，等．江苏省集约化养殖畜禽粪便盐分含量及分布特征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１１）：２２９－
２３３．
ＷａｎｇＨｕｉ，ＤｏｎｇＹｕ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Ｘｕｍｅｉ，ｅｔａ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ｎｕｒ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ｆａｒｍｓ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７，２３（１１）：２２９－２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丁雄．规模养殖废弃物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工程能值分析［Ｊ］．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２０１３，３７（３）：３０１－３０６．
Ｄ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Ｅｍｅｒｇ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ｆｏｒｓｃａｌ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７（３）：３０１－３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阎波杰，赵春江，潘瑜春，等．规模化养殖畜禽粪便量估算及环境影响研究［Ｊ］．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０９，２９（７）：５５５－５６０．
ＹａｎＢｏｊｉｅ，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ＰａｎＹｕ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９（７）：５５５－５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朱建春，李荣华，张增强，等．陕西规模化猪场猪粪与饲料重金属含量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１１）：９８－１０４．
ＺｈｕＪｉａｎｃｈｕｎ，ＬｉＲｏ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ｐｉｇｍａｎｕｒｅａｎｄｆｅ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ｏ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３，４４（１１）：９８－１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李文哲，徐名汉，李晶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发展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５）：１３５－１４２．
ＬｉＷｅｎｚｈｅ，ＸｕＭｉｎｇｈａｎ，ＬｉＪｉｎｇｙｕ．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ｅｃｅｓｗａｓｔ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５）：１３５－１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阎波杰，吴文英，潘瑜春，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统计数据空间化方法［Ｊ］．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０（６）：６５３－
６５７．
ＹａｎＢｏｊｉｅ，ＷｕＷｅｎｙｉｎｇ，ＰａｎＹｕ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ｒａｉｓ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０（６）：６５３－６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阎波杰，赵春江，潘瑜春．畜禽废弃物养分资源分配方法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０，３２（５）：９５１－
９５８．

７５１第 １１期　　　　　　　　　　　　阎波杰 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养分数据空间化表征方法



ＹａｎＢｏｊｉｅ，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ＰａｎＹｕ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２（５）：９５１－９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耿维，胡林，崔建宇，等．中国区域畜禽粪便能源潜力及总量控制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７１－１７９．
ＧｅｎｇＷｅｉ，ＨｕＬｉｎ，ＣｕｉＪｉａｎｙｕ，ｅｔａｌ．Ｂｉｏｇ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ｆ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ｒｅｇ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１７１－１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ＯｅｎｅｍａＯ，ＶａｎＬｉｅｒｅＥ，ＰｌｅｔｔｅＳ，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ｎｕ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９（３）：１０１－１０８．

１６　张锦明，洪刚，文锐，等．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最短路径算法优化策略［Ｊ］．测绘科学，２００９，３４（５）：３３－３４，１０６．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ｍｉｎｇ，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ＷｅｎＲｕ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ｒｏｕｔ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３４（５）：３３－３４，１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王华．基于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的物流配送最短路径算法研究［Ｊ］．计算机与数字工程，２０１１，３９（３）：４８－５０．
ＷａｎｇＨｕ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９（３）：
４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郭仁忠．空间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　崔爽，苏鸿，叶良松，等．一种基于空间对象的缓冲区分析算法［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１１，２７（１）：３８－４１．

ＣｕｉＳｈｕａｎｇ，ＳｕＨｏｎｇ，ＹｅＬｉａｎｇ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７（１）：３８－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彭里，王定勇．重庆市畜禽粪便年排放量的估算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２８８－２９２．
ＰｅｎｇＬｉ，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ｙｏｎ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ｏｔａｌ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２８８－２９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有机肥料养分志［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２　杨飞，杨世琦，诸云强，等．中国近 ３０年畜禽养殖量及其耕地氮污染负荷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５）：１－１１．

ＹａｎｇＦｅｉ，ＹａｎｇＳｈｉｑｉ，ＺｈｕＹｕ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ｓｔ３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５）：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
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

ＹａｎＢｏｊｉｅ１　ＰａｎＹｕｃｈｕ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１０８，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
ｉｓｓｉｍｐｌ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ａｓｕｎｉｔ．Ｉｎ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ｔ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ｉｓｏｎｌｙ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ａｒｅａ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ａｒｍｓ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ｗｈｅｎｉｔ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ｏ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Ｇ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ｏａｄ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
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ｔｔｈｅｔｏｗｎｏｆＳｈａｎｇｊｉ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ｏａｄ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ｅｒｅ
１６９９９４ｋｇ／ｈｍ２ａｎｄ３４９７３ｋｇ／ｈｍ２，ｗｈｉｃｈｂｏｔｈｗｅｒｅ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１７０ｋｇ／ｈｍ２ ａｎｄ
３５ｋｇ／ｈｍ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ｉ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ｕｌ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ａｌ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ｆａｒｍ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ｆｒｏｍ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ｕｒ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ｏａ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８５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