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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项目背景

一、项目名称

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改扩建

二、承办单位概况

（ 一）单位性质

重庆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是 2007 年 4 月经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以渝编办 [2006]603 号文件批准组建的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隶属于重庆市农业委员会；2007 年 12 月，经重庆市人事局批准 

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行政执法单位。

（二）人员情况

重庆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核定编制 56 人，现有在职职工 56 名， 

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有 26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5 人、大学本 

科 21 人；推广研究员 2 人、高级职称 15 人、中级职称 7 人。

（三）主要职责

依法组织实施重庆市动物防疫、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动物产 

品安全监管、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及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指 

导全市兽医体系建设，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臵等，直接承担市动物 

无害化处理场、市动物卫生监督 110 联动指挥中心运行和管理。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依据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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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2009～2015 年）》；

（四）《重庆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2002 年渝府令 143 

号）；

（五）《重庆市动物检疫申报管理办法》（2002 年渝府令 147 号）；

（六）《重庆市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应急预案》（渝办发„ 2004‟

26 号）；

（七）《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 

—2006）。

（八）《重庆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渝办发„ 2008‟

10 号）；

（九）《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2002 年版）》；

（十）《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十 一）业主单位提供的资料；

（十二）本可研报告编制委托书。

五、项目背景

重庆市是全国重点建设的六个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之一。从  

1999 年开始，中央陆续投入7000 多万元，在重庆市进行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示范区建设，以达到在全市范围内控制和消灭重大动物疫病， 

提高动物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2003 年，根据农业部《关于重  

庆市无规定疫病区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的批复》和市发改委《关于重 

庆市病害动物、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建设项目的批复》，重庆市在  

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新开寺村，建成占地面积15 亩、建筑面积2515 平  

方米，年设计处理能力 1000 吨的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全市动 

物防疫硬件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解决了重庆市主城 

区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问题。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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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动物产品消费量的不断增加，国 

家对无害化处理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各种动物疫病的频繁发

生，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已经不能适应主城区病害动物及动物产 

品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处理能力 

偏小。按照养殖环节牲畜和犬猫年平均死亡率2%、禽类 5%、屠宰和  

市场环节病害动物检出率3‰为参数计算，加上每年约30 万头（只） 

的实验动物使用量，主城区每年需无害化处理的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 

近 3000 吨。而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原设计年处理能力仅为1000 吨，

与市级处理需求差距很大。二是处理方法落后。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在 

建 设 时 ， 是 按 照 《 病害 肉 尸 及 产 品 无 害 化 处 理 技 术 规 程》 

（GB16548-1996）规定，采用的湿法化制处理方法；2006 年，国家质  

检总局废除了国标GB16548-1996，重新颁布了《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  

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规定所有病害动物及动物  

产品必须采取焚烧处理方法进行处理，现有处理方法已经不符合国家 

标准规定。三是处理成本太高。目前，采用湿法化制方法处理病害动 

物及动物产品的成本约为2600 元/吨，而经初步测算，采取焚烧方法 

处理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成本，要比湿法化制方法的处理成本降低 

30%左右，并且设备维修维护费用也相对较低。四是环境污染较大。

采取湿法化制方法处理的最大问题是处理产物，如蛋白、脂肪、废水、 

废气等，对周围环境污染较大。该场建成后，已经3 次因处理产物污  

染周边水源与居民发生纠纷。由于处理时气味很大，很多时候处理工 

作只能在夜间进行，严重影响工作进度。采用焚烧处理后，所有动物 

蛋白、脂肪、骨骼等全部化为灰烬，废气也经处理后排放，对周边环 

境不会造成影响。五是安全隐患较多。该场已建成运转多年，设备设 

施，特别是高压罐、冻库、高压电路等老化严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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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如不及时维修，易发生安全事故。此外，该场位臵偏远，周围人 

烟稀少，曾几次发生偷盗事件。

由于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处理能力有限，目前主城区病害动物及  

其产品很多采取在垃圾场焚烧、挖坑掩埋处理，甚至随意抛弃，既污 

染环境，又存在动物疫病扩散、传播隐患。如不及时、彻底、有效进 

行无害化处理，极易损害人体健康，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为此， 

根据《动物防疫法》及有关规定，结合主城区和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的实际情况，本着遵循无害化处理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综合评估， 

急需对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进行改扩建，新建焚烧线，完善相关设施， 

提高无害化处理能力，有效解决废气、废水、废物排放和处理问题。

第二节  项目概况

一、建设地点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新开寺村

二、建设性质

改扩建

三、建设期限

两年，2009～2010 年。

四、建设规模及内容

（ 一）建设规模

本项目拟对重庆动物无害化处理场配套设施进行改进和改造，达  

到 10 吨/日、3000 吨/年的处理能力，基本满足主城区及部分近郊区 

县快速、无害化处理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需要；减少“三废”排放， 

提升环保水平，基本满足主城区和相邻区县的集中无害化处理需求。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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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新建 300 千克/小时、800 千克/小时的焚烧线各1 条和污水循环 

池 150 立方米，安装视频监控系统1套、消毒通道1个，购臵机动消 

毒喷雾器、火焰消毒器各 2 台和专用运输车 1 辆，扩增电力容量至100 

千伏安；改造业务用房400 平方米、处理车间600 平方米，3 吨、25 

吨低温冻库各 1 座，绿化隔离带1500 平方米。

五、总投资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634.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费 494.0 万元，仪器设 

备购臵费103.0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19.0万元，预备费18.0万元。

申请市级统筹资金 634.0 万元。

六、项目效益

项目建成后，将明显提高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的处理能力，满足 

主城区及周边区县的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需求，有效降低  

疫病传播风险，有力保障动物产品安全，维护市民身体健康，促进畜 

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项目的建成，将改 

变重庆市目前采用的落后处理方法，建立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通行做 

法的焚烧处理方法，使无害化处理更有效、更彻底，并明显减少废水、 

废气、废物排放，降低对周围环境、生活饮水等的影响，优化城市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一）年处理能力

（二）总投资

（三）土建工程投资

（四）仪器设备购臵

（五）市级统筹资金

3000 吨； 

634.0 万元； 

494.0 万元； 

103.0万元； 

634.0 万元；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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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节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加快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染疫动物及 

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运载工  

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应按照国务  

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臵”，第四十八条规定：“经 

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货主应当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  

下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新的国家标准《病害动物 

及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16548-2006）3.2.1.1 和 

3.2.2.1 规定：“所有患重大动物疫病、病害动物尸体、病害动物产 

品进行焚烧销毁处理”。市政府《关于发展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 

意见》（渝发„ 2007‟ 102 号）要求：“加快市级无害化处理场和区域 

性无害化处理场建设”；《重庆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2005—2008 

年）》（渝府发„ 2005‟ 88 号批复）要求：“完善 1 座市级无害化处理 

场”。目前，处理场采用的湿化法是按照国标GB16548-1996设计的， 

已不符合国标 GB16548-2006 要求。因此，实施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改扩建势在必行，是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病害动物和病害动  

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和市政府有  

关要求的具体表现，意义非常重大。

二、有利于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动物疫情形势

近年来，国际国内频繁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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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禽流感、口蹄疫等原有动物疫病在传播途径、感染对象、临 

床症状、病理变化等各方面逐步趋于多样化的同时，高致病性猪蓝耳 

病、A 型口蹄疫等新的动物疫病又不断出现。各类重大动物疫情的发 

生，对畜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 

引起了国际社会、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各级 

党政及兽医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市虽然保持了清净无疫，但周边 

疫情形式却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四面楚歌、“病临城下”，市外重  

大动物疫情此起彼伏，严重威胁重庆市畜牧业生产及动物产品安全。 

因此，要确保重庆市无规区建设成果和推进国家畜牧业示范区建设的 

任务异常艰巨，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有效堵截动物疫病的传播，以实现重大动物疫病“市内不发生、 

市外不进来”的既定目标，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卫生安全，维护人民身 

体健康，完善动物疫病控制手段，更好地应对市外复杂动物疫情形势。

三、有利于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重庆市是畜牧业生产和消费大市，畜牧业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据统计，2008 年，全市畜牧业实现产值  

330 亿元，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是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 

因此，大力发展畜牧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重庆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水平， 

降低畜禽发病率和死亡率，保障畜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推动 

重庆市畜牧业生产上规模、质量上档次、效益上台阶，提高动物及其 

产品质量，增强重庆市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畜产品出 

口创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全市畜牧产业效益极大化，积极推 

进重庆市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重庆荣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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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利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调查统计，人的传染病 60%来源于动物，50%  

的动物传染病可以传染给人。目前，已经证实的人兽共患传染病有200  

多种，其中大多数由家畜、驯养动物、宠物和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 

病死家畜、驯养动物、宠物和野生动物不经无害化处理，任意抛弃， 

会对环境、水源等造成污染，直接危及人民群众健康，引发严重的公 

共卫生事件。重庆市河流水域广阔，某些群众环保意识不强，家畜家 

禽及宠物死亡后随意抛入河流的现象较为普遍，畜禽尸体腐败后将导  

致水质恶化，危及沿岸人畜饮水安全，引发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比较 

典型的是：2007 年 6 月，重庆市发生因随意抛弃病害动物尸体导致河 

流湖泊严重污染的“长寿湖事件”。由于气候、疫情等因素，长寿、

垫江等区县散养生猪大量死亡，死亡后的猪只被养殖户随意抛入龙溪 

河、长寿湖等水域中，猪尸顺水漂流，腐败后造成水质恶化，部分水 

域恶臭扑鼻，不但影响了人畜饮水安全，还致使疫情扩散，造成了较 

大的经济损失，沿岸群众反应激烈。事件发生后，长寿、垫江两地兽 

医部门迅速行动，组织相关人员打捞猪只尸体，仅6 月份，就打捞起  

漂浮生猪尸体达 2261 头，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有力保障沿岸群众 

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因此，加强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提高重庆市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能力，对于充分发挥  

动物无害化处理场的防线作用，防止动物疫病传播和人畜共患病的发 

生，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有利于落实法律法规精神

已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新颁布 

的 国 家 标 准《 病害 动 物 和 病害 动 物 产 品 生 物 安 全 处 理 规 程 

（GB16548-2006）》和《重庆市养犬管理办法》，对无害化处理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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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要求。因此，强化和规范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无害化处理行为， 

实行集中处理，是有效落实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一、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党和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为重庆市畜牧业的发

展特别是动物防疫工作提供了强大政策支持和不竭动力，继重庆市成  

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后，农业部今年又将重庆市列为现代农业 

和畜牧业示范区。作为畜牧业生产大市，进一步强化动物无害化处理， 

提高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保持全市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把重庆市建成 

畜牧业出口大市，已成为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共识。市委指出，要在 

3 到 5 年内做大畜牧产业，使畜牧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重庆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2005～2008 年）》（渝府发„ 2005‟

88 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意见》 

（渝府发„ 2007‟ 102 号），对全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作了部署，明确  

要求加快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改扩建。

二、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扎实

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自 2003 年建成至今，已运行 5 年有余，对  

主城区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集中无害化处理起到积极作用。建设、 

运行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无害化处理场建设、管理和无害化处理病 

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成功经验。几年来，重庆市一直加强与其他省市 

的交流合作，对上海、四川、天津、吉林等目前国内较先进省市的无 

害化处理场作了充分调研，全面了解了焚烧法无害化处理场建设、运 

行及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为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改扩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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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初步建立起了动物疫病控制体系

通过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项目的实施，重庆市已初步建立起  

了较为完备的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动物防疫监督 

体系、动物防疫屏障体系，兽医工作水平较高，重大动物疫病得到较 

好控制。动物免疫工作开展较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率达100%，

动物产地检疫率98%以上，屠宰动物受检率达100%。市政府批准建立  

了 77 个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于有效防止外疫入侵，确保流 

通领域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卫生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市级动物疫病  

快速反应（110 联动）指挥系统的建立，能及时对动物、动物产品卫 

生质量的举报和投诉采取快速反应。在市内各区县间和省际间建立联 

防联动机制，能有效地协调区县和省际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做到协 

调一致，相互配合。以上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扎实基础。

四、实施单位经验丰富、技术力量雄厚

本项目承担单位——重庆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具有多年的动物疫  

病预防、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经验，先后承担了 

《国家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建设项目》、《重庆市动物防疫冷链体  

系建设项目》 、《2004 年重庆市基层动物检疫监督设施建设项目》、

《2005 年重庆市基层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动物标识及疫病 

可追溯体系建设项目》、《重庆市乡镇兽医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逐步建立完善了重庆市的动物疫情测报监控预警体系、动物防疫屏障  

和隔离体系、动物疫情信息网络和应急处臵指挥体系、动物防疫物资 

保障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系等五大体系。在多年的项目建设过程中， 

重庆市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成绩显著，在全国动物防疫工作 

综合考核以及检疫监督工作评比中，多次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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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项目区基本情况

一、沙坪坝区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臵

沙坪坝区平均海拔272 米，地处东经：106.4617° , 北纬 29.5672° 。 

位于重庆主城区西部，东滨嘉陵江，西抵缙云山，幅员面积396.2 平  

方公里。区境中部歌乐山纵贯南北，东为沙坪坝，是重庆市的科教文 

化中心和工业基地，建成区面积35.26 平方公里；西为梁滩坝，是农 

业、乡镇工业为主的地区。

（二）地形地貌

沙坪坝区地貌归属于川东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的一部分，全区呈 

丘陵、台地和低山组合的地貌结构。中部歌乐山海拔高度在550～ 650 

米之间，最高峰歌乐山云顶寺海拔 680.25 米。嘉陵江由北往东南流 

经沙坪坝区 19.3 公里。

（三）气候特点

项目区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热量和水分资源丰 

富，最冷月平均气温 7.8℃,最热月平均气温 28.5℃,年平均气温 

18.3℃,无霜期341.6 天，具有冬暖夏热和春秋多变的特点。降水充 

沛，全年降水量 1082.9 毫米。

（四）人口情况

2008 年末，沙坪坝区常住人口为 90.21 万人，与 2007 年相比， 

净增加了 1.13 万人，增幅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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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状况

沙坪坝区交通通讯畅达，是西南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要道。 

全国铁路集装箱网络重庆中心站、西南地区最大铁路编组站和国家  

二级火车站等七个火车客货站棋布于此；国道、省道等高等级公路  

五条，成渝、渝长、上界高速公路纵横域内。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仅需半个小时。

（六）社会经济条件

2008 年，全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1.2 亿元；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 4.3 亿元，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142.7 

亿元和 124.2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1.6：52.6：45.8；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154.8 亿元；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 44.3 亿元；实现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8.3 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75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734 元。

二、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基本情况

（ 一）地理位臵及交通

歌乐山镇座落在歌乐山上，区位优势突出，地理环境独特，位

于沙坪坝区东南部。距沙坪坝中心区5公里，幅员面积36.6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面积1677公顷，辖金刚、歌乐山、天池、新开寺、山洞5个  

行政村。成渝、山白、矿北、童歌、山田等公路过境。景点有歌乐山 

森林公园、“歌乐灵音”等。

（二）气候特点

常年气温较重庆市区低3～5度。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区，热量和水分资源丰富，具有冬暖夏热和春秋多变的特点，年平 

均气温17.6℃,无霜期340天，全年降水量108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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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经济发展

歌乐山镇内工业园区、工业小区已具规模。全镇现有企业283家， 

有勇钢机械厂、蓬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新星彩色轻质建材有限公  

司等重点骨干企业，涉及工业生产 20多个大类，生产加工上百种产 

品，主要以建材、汽摩配、塑料制品、饮品、医药为主，基本形成  

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具有典型的经济  

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特点。2008年全镇经济总量超过20亿元。

第三章  服务现状及需求

第一节  服务现状分析

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20 多个城市已建立专门的动物处  

理场。目前，我国基本普遍制定了各级检疫管理规定、制度和办法， 

并逐步完善检疫业务报表工作。产地检疫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绝大多数省均开展了产地检疫工作，绝大多数省屠宰检疫百分之百 

地做到了定点检疫，这样就很好地贯彻了 “检疫在当地，监督在市 

场 ”的要求，有效地杜绝了私屠滥宰现象的发生。并且检疫人员的 

队伍建设有了很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检疫员的 

队伍中。检疫仪器、设备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多数省分重视 

监督工作的日常管理，有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及业务报表，同时 

加强了票证的规范化管理。全国各省普遍设有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检 

查站，严厉打击了跨省、跨地区间的非法动物及其产品的交易，阻 

止了疫病传播，保证了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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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2003 年 2 月正式投入使用，占地 15 

亩，主要覆盖主城 9 区，可对所有病害动物做无害化处理。它的建 

成保证了市民吃上“放心肉 ”。为防止发生疫情时，需集中大量处 

理染疫动物及其产品，该场还设有 2 个低温冻库，储存量 28 吨。但 

随着每年消费的动物产品增多，现有的技术设备已无法满足动物无 

害化处理的需要，面对如此繁重的无害化处理任务，重庆市所有屠 

宰厂均不具备无害化处理条件。因此改扩造动物无害化处理厂便提 

上了议事日程。

第二节  服务需求分析

重庆是一个大量消费肉食产品的城市。2008 年全市年出栏生猪 

1986.76 万头，同比增长 1.1％，2008 年底全市出栏肉牛 57.4 万头， 

同比增长 5%；山羊出栏 349.52 万只，同比增长 0.9%；肉兔出栏 

1992.88 万只，同比增长 12.6%；存栏兔 1073.04 万只，同比增长 1.3%； 

年出栏家禽 15748.2 万只，其中鸡 8396.5 万只、鸭 6626.87 万只、 

鹅 1124.85 万只，因此每年至少有 200 多万头（只）动物发生疾病 

或不明原因而死亡。这部分病死动物目前多数以土埋方式进行处理。 

但由于重庆市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特别在市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深  

埋病死动物，造成病死动物不能及时处理，并且深埋处理也存在一  

定的疫病扩散风险。同时，一部分缺乏法律意识的养殖户，还会将  

动物尸体直接抛尸野外，甚至于公路、河流、水库等地随处可见。

即使有部分比较守规矩的养殖户给予深埋处理，但因不符合无害化 

处理规程，极易引起二次污染影响环境，并给动物疫病传播扩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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