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打嗝放屁竟然与“碳中和”有关？ 
 

在我们中国人的口语里常用“屁大点事”形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牛

放屁这件事上，可是让很多的国家和科学家操碎了心。 

曾经有则令人捧腹报道，德国拉斯道夫小镇上一家农场因 90 头奶牛每日在牛棚

中打嗝放屁而发生了爆炸事件，爆炸不仅损坏了牛棚屋顶，数头奶牛也在爆炸中受

伤。牛放屁的威力可见一斑。 

 

01 牛放屁为什么会产生爆炸？ 

 

德国警方在公布调查结果时称，牛舍因冬季通风不良，导致牛打嗝放屁产生的

可燃物甲烷浓度过高，结果一次偶然静电反应的火花引发了爆炸事件。可能会有人

问：勤劳憨厚的牛牛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甲烷呢？这与牛作为反刍动物的生理

条件和食性有很大关系！ 

 

 

 

 

 

 

 

 

 

 

 

牛一共有四个胃室，分别为瘤胃、网胃、瓣胃、皱胃。瘤胃是牛等反刍动物区

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特征，瘤胃内定植了种类多样的微生物，包括古菌、细菌、真

菌、原虫以及噬菌体等。当牛吃进植物性粗饲料时，瘤胃内各种微生物会分解植物

内的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并合成自身利用的能量物质，但同时也产生了甲烷等这样的



“副产品”。据估测，大约 94%的甲烷都是由瘤胃产生的。原因是瘤胃中含有大量的

产甲烷菌，瘤胃液和瘤胃壁上的优势种为甲烷微菌科，瘤胃内固体颗粒上的优势种

为甲烷杆菌科。他们利用瘤胃内“发酵”产生的氢气和二氧化碳生成甲烷，而甲烷的

化学性质相对稳定，所以很难在体内被吸收和消化利用。于是，这些气体便以打嗝

和放屁的形式排出体外。 

除了牛以外，羊、骆驼、鹿等以植物为食的反刍动物，也会通过放屁打嗝产生

甲烷等温室气体，只是排放量要远小于牛的排放量。 

 

02 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多大？ 

 

出乎很多人认知的是畜牧业是碳排放量很高的行业，特别是养牛业。 

比尔·盖茨的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已有的解决方案和尚需的技术突破》

中将碳排放主要来源分为五大类：电力（25%）、农业（24%）、制造业（21%）、

交通（14%）和建筑（6%），其他各类来源占 10%。书中称，如果全世界所有牛是

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碳排放水平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美国。 

德国基尔大学进行了一项有意思的科学实验，将装满科学设备的吊带捆绑在奶

牛身上，以监测其胀气中甲烷的含量。一只牛一年能排放出来 3-4 吨的二氧化碳，同

时还能排放出大量的甲烷。关于甲烷的排放通道，有研究发现，90%到 95%的甲烷

由牛的口腔释放，另外的 5%到 10%则以粪便和放屁的形式释放。换言之，牛打嗝的

问题要比放屁严重的多。 

 

 

 

 

 

 

 

 

甲烷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要远高于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310 倍，并且甲烷一旦释放到大气中很难被降解清除。全人类活动中 37%的甲烷

排放量，与人类养殖奶牛、肉牛以及其他反刍动物相关。其中，牛的甲烷排放量为

家畜总排放量的 73%。研究人员估算，一头奶牛排放的废气量相当于两头肉牛，或

者 14 只绵羊，22 只山羊，74 只猪。 

因此，在畜牧业极度发达的新西兰，牛羊打嗝放屁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量，

占新西兰总排放的 47%，超过工厂、人类活动和汽车排放。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做过调查，全球近 11 亿头牛放屁打嗝排放的废气所导致的全

球温室气体贡献率比汽车排放的尾气还要多。目前，全球牛的养殖量约为 15 亿头，

这些牛每年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对全牛变暖的影响非常巨大。 

 

03 如何实现养牛“碳中和”？ 

 

碳中和，简单地讲就是让碳排放量“收支相抵”。近年来，各国科学家都在研究

如何降低养牛业的碳排放。 

阿根廷专家发明了一种牲畜可佩带的装置——屁包，这种屁包会直通牛的肠道，

每天能从牛身上收集到 300 升甲烷，这些能量足够维持一辆汽车运转 24 小时，也可

以用来发电。 

 

 

 

 

 

 

 

 

 

 

为了测量牛羊放屁，新西兰做过很过研究，包括测量不同种类的牛羊甲烷排放

量，还有研究如何培育新的品种，让他们的后代少放屁打嗝，甚至成立了首个太空



任务控制中心，通过发射卫星为跟踪和减少甲烷排放提供数据。 

2014 年以来，澳大利亚多个科研团队发现了粉红海藻能降低瘤胃甲烷的排放。

他们往饲料中添加了部分海藻，发现瘤胃的甲烷排放量最少能减少 20%以上，最多

可减少高达 99%。在欧美国家，不少公司正在开发能够抑制牛在消化过程中产生甲

烷量的添加剂，比如在饲料中添加香菜籽油、丁香和野胡萝卜的提取物、还有大蒜、

柠檬酸提取物。 

近年来，“人造肉”在国内外悄然兴起，植物人造肉不使用动物肉作原料，而是

使用大豆、豌豆、藻类等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模仿真肉口感。根据人造肉研究

机构 Good Food Institute 的测算，相比鸡肉、猪肉和牛肉，人造鸡肉、猪肉和牛肉的

碳排放分别减少了 17%、52%和 85%-92%。人们希望通过彻底改变饮食方式，全面

地解决牛羊等动物性食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信在将来，以养牛业为代表的畜牧业“碳中和”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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