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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用 残 膜 的 回 收 问 题

张 东 兴 ①

中国农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可大幅度提高作物单产水平
,

因而得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

但用过的地膜不能及时

回收
,

滞留在 田间
,

对土壤及生态环境都造成了污染
。

从残膜不能得以及时回收的原因分析入手
,

结合各地条

件
,

阐述了不同类型的残膜回收机的特性和使用状况
,

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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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发展概况

地膜覆盖种植是一项大幅度提高作物单产的切实可行的新型技术
,

在国内外均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

欧
、

美
、

日等发达国家从 年代就开始逐步将铺膜种植技术应用于蔬菜及经济类作

物
。

日本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研究早
,

普及快
,

应用作物种类多
,

栽培水平高
,

增产增收效果显

著
。

美
、

德
、

法等国在地膜覆盖种植技术的研究及新型覆盖材料开发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

如对

覆盖材料的开发
,

研究了改变地面覆盖小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农田保苗覆盖膜
,

并开发了加入杀

菌剂的防病杀菌膜和 由遇水分解的纤维素材料组成的多孔性薄膜片及光降解地膜等
。

我国从 年代开始将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应用于蔬菜生产
,

年代开始应用于棉花
、

花生

等经济作物
,

近年来又将这一技术推广到玉米栽培上
,

解决了寒冷和干旱地区作物增产困难的

问题
,

从而开始大面积推广应用
,

预计 年内可发展到 多万 “ 。

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增加了有效积温
,

相对延长了作物的生育期
,

可以广泛采用中晚熟品

种
,

使品质和产量大幅度提高
,

同时
,

使各种作物的适作区向北推移
、

扩大
,

更有效地利用国土

资源
。

地膜覆盖的保墒效果
,

使作物根系深扎
,

也是一项抗旱措施
,

对于有效利用水资源
、

发展

我国旱地农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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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疆
、

山东
、

山西
、

内蒙古
、

黑龙江
、

陕西
、

甘肃等寒冷和干早及半干旱地 区
,

地膜覆盖

种植不仅应用于棉花
、

花生
、

甜菜
、

烤烟等经济作物以及蔬菜和瓜果
,

而且已推广到玉米等粮食

作物
,

总面积达 万 “ ,

其中玉米
、

棉花应用地膜面积都超过 万 “ 。

据调查
,

采用铺

膜种植后
,

玉米单产可提高 呱
,

棉花可提高 呱 呢
。

我国玉米种植面积达

万
,

如有 应用这一技术
,

以单产提高 约 估算
,

总产可增加 万
,

相当

于增加 万 粮 田
。

棉花种植面积为 万 , ,

平均单产
,

若其中 肠采用地膜

覆盖种植
,

以每公顷增加 估算
,

总产提高 万
,

等于增加 万 ,

棉田
。

地膜覆盖带来的
“
白色污染

”

采用地膜覆盖种植技术虽可提高作物产量
,

但若不能将田间的残膜及时回收
,

不仅会导致

环境污染
,

对农业生产本身也将构成严重危害
。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积极推行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
,

对于解决我国人多地少
、

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尤为重要
。

人 口不断增多
、

人 民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
,

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将扩大
,

农业生产必须持续
、

稳定
、

健康地发展
,

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

残

膜回收问题是制约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目前我国政府及一些农业生产部门已

开始投入人力
、

物力和财力来解决残膜回收间题 但从总体来看
,

由于我国地膜覆盖种植面积

广
,

铺膜年限长
,

残膜回收处理又不及时
,

农村废残膜数量剧增
,

不少地方出现了
“

白色污染
” 。

遗留在土壤中的残膜沉积为害
,

给生态环境
、

土壤结构
、

作物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

据估计
,

迄今为止
,

全国耕地中的残膜 已超过 万
。

残膜回收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

废膜残留造成的影响主要有 个方面 对农田周围环境的污染
。

在许多地区
,

田地里未

回收的残膜被风吹散后
,

挂附在农田周围的篱笆
、

树枝
、

电杆上
,

飘到地头
、

路旁
、

沟边等处
,

对

周围环境构成污染
。

严重影响机械作业
。

据调查
,

废膜主要残留在农 田的 。 。 的浅耕层

内
,

约占总残留量的
。

残留废膜易缠绕犁桦
,

严重影响整地质量 大量残膜还易堵塞播种

机
,

造成播种不均匀
,

影响播种质量
。

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

降低作物产量
。

种子播在残膜上会

因吸收不到养分和水分而不能发芽
,

造成烂种
,

或发芽后因吸收不到水分而枯死
。

据调查
,

连续

覆膜种植 一 的田地
,

小麦产量下降 呢 呢
、

玉米产量下降 左右
、

棉花下降

呢
。

牲畜误食引起病害或死亡
。

花生秧是 良好的饲料
,

但花生起收时
,

在花生秧棵上有占

地膜使用量 一 呢的残膜
,

给饲料加工带来很大不便
,

也影响了饲料的品质
。

家畜食用了

含残膜的叶子和秸秆后会引起肠道疾病
,

严重时可造成死亡
。

田 间残膜不及时回收
,

其数量随使 、
, 。 、 。 击 、 山 讹 向 山 二 二 。

田 问 从肤 , ’

从明 曰 状
’

升从里腿 民 表 。 耕层 内每 , 土地残留地膜面积
用年限的增长而增加 见表

。

为保护 一 二 二 二 , , 丁 一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丁一
, ’‘

”卜 “ 一 , 一
”“ 一 , ”” “ “ 一 一 ‘ “ 犷 、‘ 覆膜种植时间

土地资源
、

净化环境
、

防止耕地生产力下 残留地膜面积

降
,

研制开发残膜回收机具 已成为当前

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

国内外残膜回收技术研究现状

残膜回收处理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

日本对废旧农膜的回收处理情况相

对好一些 因为那里覆盖地膜的土壤主要是火 山灰土
,

土质疏松
,

便于揭膜
,

而且地膜强度大
、

覆盖期相对较短 一 个月
,

清除时可保持较大片块
,

用地膜缝合机缝合所铺地膜
,

不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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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膜
,

也利于收膜
。

以色列是研究残膜 回收机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
,

主要用收卷机来回收残膜
,

效果较好 因

为以色列所用地膜较厚 拌 ,

强度高
,

而且对于大田作物
,

铺膜主要用于帮助种子发芽出

苗期的保墒保温
,

作物出苗后即开始收膜
,

地膜在 田间停留时间较短
,

有足够的强度保证收卷

时不会破碎
,

易于整膜回收再利用
。

欧美国家为防止残膜造成的危害
,

一方面推广使用高强度
、

耐老化地膜以便回收
,

另一方

面
,

积极开发研制新型地膜
,

如可降解地膜
,

使残膜经一定时期 自动分解成无害物质混入土壤

但其价格偏高
,

目前还不能推广用于大田作物
,

仅对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等作物应用较好
。

我国残膜污染问题相对较严重 一方面低成本地膜偏薄 有的厚度仅 拼 ,

强度差
,

另一

方面 由于我国多数地区是作物收获后收膜
,

地膜在 田间停留时间较长
,

易破碎
,

并且主要依靠

人工回收残膜
,

劳动强度大
,

成本高
,

碎膜不能有效回收
。

我国一些铺膜地区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研制了不同形式的残膜回收机
。

比如
一 型密排弹齿残膜回收耙

。

新疆农垦总局研制的这种机型
,

作业幅宽
,

前后双

排弹齿 根
,

由小四轮拖拉机悬挂作业
,

用于播种前 。 土层内的残膜回收
。

它只能回收大

块残膜
,

对碎膜则无能为力
。

一 型地膜回收集条机
。

工作时先切断作物粗根
,

松动地膜
,

组楼齿盘将棉秆和地

膜楼集成条后
,

用特制的大耙将集成条的残膜人工楼成堆
,

再装车拉出地外
。

一 型废膜回收机
。

适用于中耕与揭膜联合作业
,

是一种收卷式工作机械
。

当棉花株高

超过 时
,

枝冠封垅会导致其作业速度大大降低
,

另外
,

它还要求铺膜机作业时在种行

处打 排孔
,

揭膜时又常不能沿孔将膜揭开
,

影响回收效果
。

一 型滚筒式收膜机
。

由山西省农机研究所和 山阴县农机局研制
,

主要用于大根

茬地 如玉米地 残膜的回收
。

该机动力消耗大
,

残膜回收率低 ’
。

这些机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有效地将小块碎膜回收
,

回收效果差
。

有的机具结构复

杂
,

工作可靠性差
,

也有的需要过多的辅助人工
,

劳动效率低
。

以色列的 公司研制了一种用于 回收苗期地膜的类似于 一 型的收卷式回收机
。

该机工作时
,

液压马达驱动收卷工作部件
,

同时控制收卷部件的转速与拖拉机行进速度相适

应
。

个作业行程可同时回收 幅地膜 但这一机型不能用于 回收作物收获以后的残膜
,

尤其

是对于我国的农膜偏薄
,

作物收获后的地膜极易破碎
,

收卷时容易断裂
,

影响机器的连续工作
,

无法得到广泛的应用
。

解决
“ 白色污染 ”问题的措施及研究方向

单纯靠人工无法解决残膜有效回收的问题
,

因此我国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组织攻关
,

研究相

应的机械及技术措施
。

原国家科委 已将残膜回收机的研制列为
“

九五 ”攻关项 目
,

目前各课题组正在加紧研制收

膜机械
。

原国家计委
“

九五
”

攻关项 目
“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关键技术装备研究
”

中也包括了由中

国农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负责的
“

残膜整地联合作业机 ”
专题中的子专题

“

收膜部件的研制
” 。

经农业部
“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

审批的
“

机械化残膜回

收技术
”已被列入 年的引进项 目

,

亦由中国农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承担
。

课题组将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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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型 一种用于苗期残膜及作物收获后的当年残膜的回收
,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伸缩齿杆在滚

筒内的伸缩来完成残膜的回收与脱膜
,

且无需拖拉机动力输出轴的驱动
,

结构简单
,

实用
,

已试

制出样机 另一种是专门用于 回收碎膜的网筛过滤式碎膜回收机
,

正在研制中
。

这些机具的研制成功将会对解决残膜回收问题有巨大的帮助
,

但能否令人满意地解决
“

白

色污染
”

间题尚需进一步考核
。

建 议

用机具回收残膜只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

单靠它是解决不 了根本问题的
。

由于经济原

因
,

我国地膜存在强度不够
、

偏薄等问题
,

这对残膜回收极为不利
。

国外这一问题之所以不太突

出
,

也是因为农用薄膜的强度高
,

厚度在 拌 之间
,

回收起来极为方便
,

且 回收后还可

再利用 而我国的地膜厚度仅有 拜 ,

有的甚至仅 拜 ,

且强度很差
,

从而导致地膜极易

撕裂成小块
,

给回收工作带来极大麻烦
。

因此
,

从长远利益考虑
,

建议有关部门对农用地膜制定

统一的质量和厚度标准
,

以免将来
“

白色污染
”
给土壤和环境造成更严重的污染

。

建议农机和农艺部门加强合作
,

在铺膜播种工艺等方面进行联合研究
。

铺膜播种工艺不

仅对作物生长和产量造成影响
,

而且直接影响残膜回收
。

如选择厚膜
,

强度高
、

覆盖效果好且易

于 回收
,

但价格偏高 地膜铺在 条种行之 间
,

最易回收甚至部分再利用
,

但覆盖效果有所降

低
。

地膜回收的时间
、

方式
、

回收率不仅影响作物产量
,

而且对土壤
、

环境构成长期影响
,

关系着

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
。

因此
,

有必要将铺膜收膜作为一个系统展开试验研究
,

通过对棉花
、

玉

米等主要作物进行包括地膜选用
、

铺膜和收膜工艺在内的系统试验
,

考核其对生产效益
、

经济

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影响
,

为选膜
、

铺膜
、

收膜工艺的合理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

残膜回收是一个社会问题
。

在残膜回收初期
,

其增产增收效果可能不太明显
,

但它对减

少环境污染
,

保证农业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其长久的社会效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
,

对残膜的回收不能仅靠各地生产部门来解决
,

更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

政府职能部门应制定相应政策
,

采取强制措施
,

加强残膜回收机具的推广和应用
,

同时
,

宣传部

门也应大力宣传
,

使全社会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
。

只有政府管理部门
、

农膜生产部门
、

农业生产

部门达成共识
,

密切合作
,

才有望彻底解决残膜污染的问题
。

国外在地膜产品的开发
,

特别是对作为解决残膜污染主要途径的降解地膜的开发方面

比我国先进
,

品种较多
,

质量较高
。

据悉
,

国外已研制成的纸质农用地膜
,

是一种极易降解的地

膜
,

只是 目前因价格太高而无法大量使用
,

但很有发展前途
。

我国也应加紧在这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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