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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残膜污染危害的基础上, 从地膜生产和使用、残膜回收及再生利用等方面阐述

了治理残膜污染的措施和建议。强调指出: 发展残膜回收机械是治理残膜污染的有效方法, 残膜

的再生利用是保护环境、变废为宝、防治残膜污染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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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残膜污染的危害

　　目前,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已从蔬菜、棉花发展到玉米、甜菜和小麦等 40 多种作物。据统

计, 1986 年我国地膜使用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1994 年发展到 530 多万 hm 2 (8000 万

亩) [ 1 ]。1997 年仅新疆的地膜覆盖种植面积就已达到 100 万 hm 2。现在, 地膜和种子、化肥、

农药一起成为不可缺少的农业生产资料。

　　但是, 地膜覆盖栽培在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 使用过的部分地膜, 年复一年累积在

土壤中, 致使耕地遭到严重的残膜污染。农用塑料薄膜主要有用做地膜的聚乙烯膜和用于温

室或塑料大棚的聚氯乙烯膜, 无论哪种都是聚烯烃类化合物, 自然条件下极难降解, 在土壤

中可存在 200～ 400 年。现在, 我国每年地膜使用量都在 80～ 90 万 t, 据农业部门专项调查,

每年残存在田野、土壤、沟河中的塑料薄膜至少占供应总量的 10 % , 现累积残存量已在百万

吨左右。根据调查测算, 连续覆膜 3 年的棉田, 地表每m 2 有大小碎片 47. 3 块, 折算每 hm 2

有残膜 52. 1 kg, 耕层 30 cm 内每m 2 有残膜 56. 6 块, 折算每 hm 2 有残膜 57. 9 kg, 两者合计

每 hm 2 有残膜 110 kg [ 2 ]。

　　残膜在土壤中破坏了农田的生态环境, 形成阻隔带 (层) , 影响作物根系的发育和均匀分

布, 阻碍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 影响种子发芽、出苗, 造成烂种、烂芽, 使幼苗黄瘦甚至死

亡, 还影响农机具作业质量, 堵塞沟渠。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30 团测定, 连续覆膜 3～ 5 年

的土壤, 种小麦产量下降 2 %～ 3 % , 种玉米产量下降 10 % 左右, 种棉花产量则下降 10 %

～ 23 % [ 3 ]; 据黑龙江农垦局环保部门测定, 土壤中残膜含量为 58. 5 kgöhm 2时, 可使玉米减

产 11 %～ 23 % , 小麦减产 9. 0 %～ 16. 0 % , 大豆减产 5. 5 %～ 9. 0 % , 蔬菜减产 14. 6 %～

59. 2 % [ 4 ]。连续覆膜年限越长, 地膜残留量越多, 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就越大。由此可见, 治理

残膜污染、保护农田的生态环境将是地膜覆盖种植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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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残膜污染的治理

　　残膜污染主要是一种物理污染, 它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地膜产品质量和强化回收手段等

方法来减少或者避免。国家环保局提出: 对“白色污染”必须综合治理, 在“减少产生, 重复使

用, 加强回收, 开发可降解塑料”几个方向上共同努力, 也就是国际上流行的 3R 和 1D 原则,

3R 为塑料包装废弃物的减量化 (R educe)、塑料制品的再利用 (R eu se)、塑料废弃物的回收

利用 (R ecycle) , 1D 是开发有利于环境的降解塑料 (D egradab le p last ics) [ 1 ]。

　　从系统学的观点来看, 地膜的合理使用应该有如图 1 所示的几个环节。地膜生产部门提

供质量可靠、便于回收的地膜, 在地膜覆盖种植中给农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地膜使用量

的扩大反过来促进了地膜生产的发展; 残膜回收减少污染, 保证地膜覆盖种植的持续发展;

残膜的再生利用给残膜回收带来经济效益, 促进残膜回收技术发展及回收率的提高, 并给地

膜生产单位带来经济效益。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都会破

坏整个系统的平衡, 带来严重后果。

图 1　地膜合理使用的四个环节及相互关系

F ig. 1　Four link s and in terrela t ion of reasonab le app licat ion of m u lch ing p last ic film (M PF)

2. 1　提高地膜产品质量

　　目前, 我国生产的普通地膜大多为 0. 008 mm 左右的超薄膜。这种地膜因厚度太薄, 机

械铺膜时非常容易破损, 又由于强度较差, 给回收带来很大的难度。根据试验, 如果将地膜厚

度增加到 0. 012 mm , 容易在地膜中加入耐老化添加剂, 这种耐老化膜不仅寿命长, 而且增

温、保墒效果好, 更重要的是可以回收干净[ 2 ]。因此, 在新型降解膜没有大量推广时, 适当增

加普通地膜厚度, 是消除残膜污染的一条途径。

　　为了防治残膜污染, 我国已研制成功一些新型降解农膜, 如生物降解膜、光降解膜和双

降解膜[ 5 ]。生物降解膜是利用土壤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作用来

分解的一类薄膜。目前有淀粉塑料地膜和草纤维地膜。前者成本较高, 后者具有很好的发展

前途,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光降解膜可在阳光紫外线的作用下, 经过一段

时间后裂解成碎片, 从而消除污染。试验表明, 光降解膜具有和普通地膜相近的增产效果, 但

开始裂解的时间还不能满足农艺要求, 此外, 压在土壤下面的边膜不能光降解。双降解膜是

先经历光降解过程裂解成碎片, 然后再由微生物进一步降解。目前, 双降解膜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降解时间的可控性还达不到农艺要求。降解膜虽然是发展方向, 但目前作为地膜大面积

推广应用, 技术尚不够成熟。因此, 普通地膜的使用回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 2　残膜的回收

　　残膜回收有人工捡拾和机械回收两种方法。目前主要是以人工捡拾为主。但实践证明,

人工捡拾残膜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有效回收率低, 易造成残膜的累积污染。由于除了超薄膜

强度较低之外, 光照、水土和机械作用使用过的地膜老化破损严重, 而且有一部分埋在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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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完整回收。80 年代, 地膜都是在作物收获后回收的。近几年来, 为了提高残膜回收率, 人

们又尝试棉花在浇头水之前揭膜, 由于这时地膜老化较轻, 土壤比较疏松。揭膜后, 及时进行

人工除草和开沟灌水, 防止蕾铃脱落, 不会影响棉花产量[ 6 ]。

　　机械回收可以克服人工捡拾的弊端, 是残膜回收的有效方法。目前按照农艺要求和残膜

回收时间, 残膜回收机械可分为苗期揭膜机械、秋后回收机械、耕层内清捡机械和播前回收

机械 4 类。这 4 类残膜回收机械的使用或者辅以人工捡拾, 可以大大提高残膜回收率。目前,

国内已研制出十多种机型, 其中有些机型已经比较成熟, 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 7 ]。这些残膜

回收机具有的是联合回收; 有的是将残膜搂集成条, 配合人工捡拾; 有的与其它机具配合使

用或用常规机具改装而成。它们具有各自的特点, 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为了推动残

膜回收机械的发展, 提高研究水平, 国家科委在“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两次立项“农业

机械化适用技术研究: 残膜回收及打包技术与机具研究”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关键技术装

备研制: 清膜整地联合作业机”。

　　但目前从整体上看, 残膜回收机械的推广使用还不尽人意。其原因是一方面残膜回收机

械不够完善; 另一方面是没有狠抓残膜的再生利用, 回收残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 残膜回收

机械很难被人们接受。

2. 3　 残膜的再生利用

　　目前, 残膜的再生利用, 已经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如新疆兵团农一师新兴塑料厂以残膜

为原料, 生产的塑料管、防渗膜等, 经鉴定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 8 ]。残膜再生制造防渗膜要经

过机械清杂、人工清理、破碎清洗、风机脱水、湿膜造粒、摩擦干燥和吹塑成膜等工艺, 看起来

再生利用的生产工艺要比利用新的聚乙烯塑粒工艺复杂, 并且需要增添设备和场地, 但它除

了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之外, 又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促进农田残膜回收, 防治残膜污染。

　　在新疆有一种残膜回收机械是铲棉秆、清理残膜联合作业, 然后将残膜和棉秆一起送到

纤维板厂制成纤维板, 残膜在纤维板中具有强化作用。此外,“废旧塑料生产汽油新技术”获

得全国科技博览会金奖, 这项技术的推广使用, 对于较脏较碎的残膜和其它废旧塑料制品,

是一种有效的再生利用方法。

3　高度重视、加强管理

　　治理残膜污染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

3. 1　建立健全治理白色污染的法规

　　法规的约束力对于产生污染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是最强有力的制约。在新疆, 农业是支柱

产业, 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实施“净土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颁布《土地残膜污染治理试

行办法》, 这些已形成了残膜污染治理的大气候。

3. 2　国家和政府的必要扶持

　　国家和政府对于残膜回收和再生利用产业应给予必要的扶持, 应在贷款、税收和政策等

方面给予优惠。据调查, 很多地方投资残膜再生利用的设备, 由于经济效益不高或管理不善

而被束之高搁。残膜回收机械的推广, 也由于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 农民很难接收。

3. 3　加强对残膜再生利用产业化的科技投入

　　目前废旧塑料的再生利用主要是再生造粒, 制成塑料制品的原料, 这种再生利用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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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塑料的清洁程度要求较高。由于清洗去杂工艺比较复杂, 致使再生利用效益不高。应当

研究其它再生利用方法, 降低对清洗去杂的要求, 减少生产成本, 提高再生利用的经济效益。

3. 4　合理使用农膜, 提高残膜回收的完整性

　　在新疆许多地区推广使用的棉花苗期浇头水前揭膜的工艺大大提高了残膜回收的完整

性、清洁性和再生利用价值。现在也有人研究小麦、玉米和甜菜苗期揭膜, 甚至棉花间苗后揭

膜, 这些新的地膜覆盖种植生产工艺都有利于提高残膜回收的完整性和清洁性, 对减少残膜

污染有重要的意义。

3. 5　推广使用降解农膜

　　提高降解农膜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有利于推广使用。能够满足农艺要求、对土壤无

污染的降解农膜的大量使用, 将免去回收, 节省劳力, 是地膜覆盖种植发展的理想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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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a sures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Residua l

of M ulch ing Pla stic F ilm in Farm land
W a ng P in

(X inj iang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U rum qi)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 lysis of harm fu l po llu t ion of R esidua l M u lch ing P last ic F ilm

(RM PF) , th is paper pu ts fo rw ard p ropo sa ls and m easu res of harnessing the po llu t ion of

RM PF and em phasizes tha t it is effect ive m ean s of u sing reco llect ing m ach ines to harness

the po llu t ion of RM PF, and the recycle of RM PF is the key to p ro tect ing farm land envi2
ronm en t.

Key words　 residua l m u lch ing p last ic f ilm , 　po llu t ion, 　fa rm land, 　enviro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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