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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0 余年农业生产过程中地膜使用问题的重新审视

杨洪兰 曹美娟

摘要：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面覆盖薄膜（以下简称“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

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消耗大约145万吨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物覆盖面积近3

亿亩。农膜看似小事，却是关乎“绿水青山”的重要内容。地膜承载着与农业、农村

和农民的利害关系，地膜的应用与回收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本身的范畴，而是事关

土壤质量、生态环境、低碳目标、全球升温等多项内容。本文着眼于地膜对土壤、大

气、生态环境、食品健康等多方面的影响，就40多年来地膜的大面积推广使用进行反

思，通过目前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列举，从而希望各地能从实际出发，对种植户进行正

确的引导，以摆脱目前这种“没有地膜，农民就不知道怎么种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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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技术是 1978 年冬从日

本引进的，随后地膜覆盖面积迅速扩

大，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农业上的“白

色革命”。地膜在使用之初，特别是

对于一些高寒山区及干旱地区，保温

保湿效果明显，克服了低温干旱等不

良自然条件导致的短生育期，农作物

产量明显增加，特别是气温低的时候，

农民都希望抢季节上市，之后地膜覆

盖技术发展到大棚蔬菜，在寒冷的季

节，让北方人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

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 4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

重新审视地膜的使用问题。目前全球

变暖是趋势，每年气温超过历史同期

最高温的报道屡见不鲜，连播种季节

都发生了变化，农作物的物候期和收

获期都已改变。这种情况下，很多地

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使用地膜？而

且，在 3 亿亩的土地上如此大面积地

使用地膜，对局部的高温与干旱是否

有影响？但经过 40 多年的使用，农

民已经形成习惯，农户把地膜的使用

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一道必备的工

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农机部门是

否有义务在地膜的使用问题上，对种

植户进行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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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塑料地膜覆盖下的农田

今天的一切，与 40 年前相比，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不仅仅是

气温升高的变化，而是指人们观念的

变化，老百姓在已经“吃饱”的前提

下，更要求“吃好”，所以，我们更

多的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

题。今天的我们是站在生态文明的视

角、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来看

待我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

我们开始审视，40 多年的地膜推广

与使用，到了今天是否应该作出改

变？

现在无论是种植玉米、花生、大

豆等粮食作物，还是种植烟草、生姜、

棉花等经济作物，都离不开地膜的使

用，覆盖地膜之前，喷洒一遍除草剂

与杀虫剂，然后迅速覆盖上地膜，这

是通常的种植流程。然后，在一个生

长周期内，地里“寸草不生”，没有

草，当然也不会有各种昆虫，但是，

病虫害却很猖獗，玉米一个生长周期

内要喷洒 3 次以上的农药，而棉花、

花生、生姜等，次数更多，甚至到

10 多次，据种植生姜的农户介绍，

每一场雨过后，就要喷洒一次。播种

时地膜下面虽然喷洒了农药，但虫害

照样爆发。以花生为例，到了生长后

期，为了防止虫子啃食，很多农户采

取“灌根”的方式施药，不仅土壤、

地下水受到污染，更严重的是农药的

残留问题，牲畜啃食秧苗造成中毒的

事例时有发生。

很多专家一再强调地膜对农作

物的增产作用，但是，这 40 年来农

作物产量的增加，除了地膜的使用，

应该也有化肥、农药、种植技术的提

高等多方面因素，并且，我们更要看

到地膜从生产制造到使用，以及到最

后被废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对生态

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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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膜的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1. 地膜加剧了高温、干旱、荒漠化

地膜首先是石油化工产品，其生

产过程本身就存在碳排放问题，而每

年上百万吨的生产量，其碳的排放量

不容小觑。而其使用过程更是对温度、

湿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地膜使用阻隔

了土壤对温度的调节、对水分的吸收，

土壤的抗旱能力、固碳能力下降，《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显示，地球上

高达 40%的土地已经退化，自 2000

年以来，干旱发生的次数和持续时间

增加 29%。

2. 地膜成为其它生物的隐形杀手

地膜因为难以降解，并且缠绕在

农作物的根茎上，被牛羊等误食后，

导致畜禽死亡的事例每年都有发生。

并且一些鸟类等飞禽也可能误食地

膜，而有些破碎的地膜，在雨水的冲

刷下进入河流等水环境后，同样会被

水生生物误食，有的生物被地膜缠绕

困住身体等，都会造成伤害。

3. 地膜成为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的

废弃物

农户使用的地膜，都是一次性的，

作物收获以后，因回收利润过低，并

且增加了人工成本，导致地膜无人捡

拾，成为废弃物。在耕地翻种的时候，

这些废弃的地膜，从土地里翻出来，

全部暴露在空气中，经太阳一晒，大

风一吹，漫天飞舞，落在水渠、河道，

堵塞水流，落在树枝上、电线杆上、

房屋上，不仅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影

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影响耕种，

有些农户把从地里收拾出来的地膜

堆放在地头、路边，结果，风一吹又

回到地里。

图 2 2023 年，“人民战塑”项目的志愿者带领农户清理堆积在田间地头的废弃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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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膜焚烧对空气造成污染

有的农户将堆积在地头的废弃

地膜进行焚烧，但焚烧产生的黑烟和

有害气体，会污染空气，特别是地膜

低温焚烧过程中会释放出二噁英等

致癌物质，而二噁英被称为“地球上

最毒的化学物质”，已确认为Ⅰ类致

癌物，接触二噁英还可引起严重的生

殖和发育问题。2001 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UNEP）已将其列入 12 种优

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名单。而二噁英

需要达到 800℃以上才能分解，农户

焚烧地膜肯定无法达到这个温度。

（二）导致土壤功能的持续退化

首先，地膜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系

统，阻断了土壤与大气中的水分与氧

气交换，降低了土壤的呼吸作用与水

分渗透。这会导致土壤中的酸性增加，

影响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在

夏季高温期，地膜下土壤表层的温度

可达 50-60℃，土壤干旱时，地表温

度会更高，如此高温下，土壤中的有

益生物无法存活，尤其是被称为“土

壤工程师”的蚯蚓，生长和繁殖的最

适宜的温度为 15-20℃左右，若温度

在 32℃以上时，则蚯蚓停止生长。

土壤一直处在高温状态，土壤中的微

生物一直“熬夜加班不能休息”，最

终，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越来越少，

土壤功能持续退化，现在有些地方的

大棚种植区已经出现每年必须向里

面填充新鲜的土壤才能保证种植效

果的现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棚内

的土壤长期在高温下，已经失去了生

长活力。

其次，土壤中的地膜残留问题日

益严重。根据已有调查研究结果，地

膜残留污染严重的西北地区，如新疆、

河套灌区、张家口等，一些地区的农

田地膜残留量已超 10 千克/亩。这些

一次性使用的地膜，因回收利润低和

增加人工成本的原因，基本上所有的

农户都不会捡拾、回收废弃的地膜，

到了使用机械耕地的时候，所有的地

膜随机翻耕，埋在了土壤里。由于成

本的原因，农户不会去选择价钱高、

降解能力良好的环保型地膜，而愿意

选择添加降解物少的、耐用的、韧性

强的非标准地膜。

最后，地膜的长期使用，会导致

土壤日益贫瘠。地膜阻断了阳光的直

接照射，降低了有机质分解速度，减

少了土壤中的有效养分的含量。因为

紫外线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可以杀

死土壤中的有害菌和病毒，减少作物

病害的发生。同时，紫外线还可以促

进土壤中有机物的分解和矿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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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肥力和透气性。而地膜阻断了

降水的渗透，地膜下大量的水汽却聚

集在了土壤的表层。因此，长期地膜

覆盖下的土壤，无法有效保持水分和

养分，并且地膜和化肥一起使用，还

会造成耕地板结，农田生产能力持续

下降。

（三）加重了农作物病虫害的爆发

地膜的使用增加了土壤的温度

和湿度，而这正是许多病虫害繁殖和

生长的理想环境，尤其是一些适合在

土壤中传播的病虫害，特别是夏季气

温过高，空气湿度大，地膜反而会增

加病菌密度，害虫更加容易积聚，使

植株更容易感染病虫害。例如，番茄

白粉病、灰霉病等多种真菌病害和蚜

虫、叶螨、地老虎等害虫都容易在高

温潮湿的环境中滋生。

（四）不利于农作物根系的发育

首先，地膜的气密性强，贴着地

表覆盖，导致浅层土的水分难以散发

出去，所以植物的根容易停留在土壤

表面生长，因为不需要向土壤深层次

扎根就可以吸收到生长所需的水分

和养分。因此，长不出粗壮坚实的根

茎，遇到暴风雨等天气，极容易倒伏，

造成减产。

其次，地膜影响土壤的透气性和

二氧化碳的逸出，造成土壤中氧气缺

乏，导致根系缺氧，抑制根系呼吸，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缺素症，引起黄叶、

衰老甚至死亡。

再次，在太阳暴晒下，地膜下的

地表温度已经不适合植物根系的正

常生长，导致植株长势差，并且与露

天生长的农作物相比，由于不方便翻

耕，罩在地膜里的农作物更容易被土

壤板结等问题困扰，并且残留在土壤

里面的地膜影响农作物的播种和种

子萌芽、阻止出苗，阻隔根系的生长

和对水肥的吸收。

（五）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一是增加了农户的劳动力投入。

农作物播种的时候，覆盖地膜需要增

加劳动力投入，而在播种前，清理上

一季遗留在田地里的地膜，同样需要

增加劳动力投入。

二是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投入。以

新疆产棉区为例，棉花收获后或者第

二年播种前要对田地里残留的地膜

进行回收，每亩地作业成本 30 元。

据统计，新疆全区地膜回收作业需增

加投入 11.4 亿元。而如果不对残留

的地膜回收，则棉花播种质量就会下

降，空穴率、烂籽率就会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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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影响。并且残留的地膜随着机械

采收混入棉花内，降低了棉花的质量，

造成棉加工品品质差、价格低，进而

影响了棉花的收购价格，降低了农民

的经济收入。

花生、玉米主产区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为了利用花生秸秆作为牲畜饲

料，农户不得不进行去膜处理，每亩

处理成本在 30-50 元，整个华北、东

北地区的花生覆膜种植面积大概在

1866 万亩，全部处理需要增加 6 亿

-10 亿元的投入。东北地区的玉米种

植，如果用地膜覆盖每亩地需要多投

入 70-80 元，再加上地膜回收成本、

环境成本，即使真如某些专家统计的

使用地膜增产 15%，折抵投入成本后，

相当于“白忙活一场”。

三是地膜的使用，导致了农民在

农药化肥投入上的增加。如前所述，

地膜导致病虫害的增加与土壤功能

的退化，因此，只有加大农药、化肥

的施用量，才能保持稳产，使得农户

在农药、化肥上的投入逐年增加。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使用地

膜后，由于前期温度过高，导致农作

物长势过旺，而由于土壤的水分、养

分积聚在表层，导致农作物根系只在

表层生长，因此，植株抗倒伏能力差，

无法应对极端天气。农户只好再去购

买一种叫“矮壮素”的激素，喷洒在

植株上，让农作物长矮。

（六）带来农药残留、食品健康等问

题

地膜覆盖下的土壤中的农药挥

发不出来，长期在土壤中聚集，被农

作物根系吸收之后，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超标问题显而易见，并且，地膜和

农药的复合残留加剧了土壤微生物

的变化；复合残留中农药的影响超过

了残膜，发挥了主导作用。

地膜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在

土壤中 300-400 年才能降解，我国每

年有 20 万-30 万吨不能降解的残膜

遗留在农田中，高浓度的微塑料不仅

会影响土壤中各种有机质的含量、破

坏土壤的结构，更关键的是对动物、

植物的影响，以及顺着食物链顶端进

入人体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甚至

人类的胎盘中都已经发现了微塑料

的存在。地膜中的三大害，二恶英、

塑化剂、微塑料，这是人类健康的三

大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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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地膜的使用问题提出的解决

路径

（一）推广“无膜栽培”技术，探索

绿色农业新模式

减少地膜带来的问题，仅仅依

靠对残膜的回收利用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在可用可不

用的地区及农作物上，要做好覆膜栽

培技术适宜性的系统研究，加强对不

同地区、不同农作物无膜栽培技术的

推广，对农户进行正确的引导，以摆

脱目前这种“没有地膜，农民就不知

道怎么种地”的现象。通过对农作物

进行品种选择（早熟品种等）、改变

种植方式等，推广无膜栽培技术。

（二）优化地膜覆盖方式，推广适时

揭膜技术

一是减少无效超宽地膜的使用，

降低覆盖率，减少使用量。二是在农

作物出苗后，适时揭膜（多数农作物

可以头水前揭膜），在地膜破碎老化

前，及时清除出农田，提高回收率、

减少残膜遗留。

（三）加强对地膜替代产品的研发，

并明确相关产品标准

特别是加大对生物降解地膜的

研究，让生物降解地膜在使用周期后，

全部转化成对环境友好的化合物，从

而改善土壤透气性，提高质量、降低

成本。同时，制定生物降解地膜的相

关标准，并加强对技术市场与产品市

场的监管。

（四）建立地膜销售、使用管控制度

按照“谁销售、谁收回”的原

则，建立农膜销售档案、收回档案。

增加废旧地膜回收网点，做到村有回

收点、镇有回收站、县有回收厂。

（五）加大对地膜残留捡拾机械的研

发、应用与补贴

一是要减少地膜捡拾回收过程

中的人工成本，提高回收效率。二是

要研制捡拾率高、功率损耗低、价格

便宜且结构简单、对环境友好的回收

机。三是加大补贴力度，在享受农机

补贴的基础上，再按购机价格给予相

应累加补贴。

（六）加大对地膜回收加工企业的扶

持力度

地膜回收企业普遍利润较低，

无积极性。一方面要加大扶持政策力

度，另一方面要鼓励研发废旧地膜新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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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尝试建立押金制度、补贴制度

在农户购买地膜时，销售点收

取同等数额的押金，根据地膜回收情

况（例如达到 85%以上时）退回押金，

并给予农户相应补贴。

（八）加强宣传引导

一是逐渐引导农户摆脱对地膜

的依赖心理，扩大对无膜栽培技术的

应用；二是通过宣传，让农户认识到

地膜对自然环境、人身健康的危害性。

（九）借鉴国际经验。

借鉴日本、欧美等国家，出台

强制性法律法规，要求地膜使用者不

得采用法律规定以外的方式处理废

旧地膜，不得随意丢弃地膜，违法者

将面临高额罚款等处罚措施。

三、案例分析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

教授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用

18 年的实践来证明，生态农业是可

以离开地膜的。弘毅生态农场坚持

“六不用”，即：不用农药、化肥、

地膜、激素、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

因种子。

首先，这种模式种植出来的农作

物，不会有农药残留问题；其次，关

于产量问题，玉米、小麦、花生等，

产量并不低，例如，目前正在收割的

小麦产量在亩产 1000斤至 1250斤之

间，并且如果遇到干旱、暴雨等极端

天气，生态种植的农作物的产量还要

超过目前传统种植农作物产量，这是

因为生态农业抗旱、抗涝的能力强。

土豆、生姜、地瓜等的产量可能要低

一些，因为生态农业杜绝任何的膨大

剂等激素类用药。

生态农业对环境是完全友好的，

因为不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从

源头上杜绝有害化学物质进入农业

领域，消除了面源污染，并通过合理

的商业模式倒逼农药、除草剂、化肥、

地膜等行业去产能。在生态农业模式

下，无废弃物，所有可降解的光合产

物或延伸产物，均实现循环利用，全

过程无污染排放。生态农业模式要求

种植过程中不使用有害物质，不搞反

季节种植；养殖过程不添加激素、不

搞工厂化养殖、让动物们快乐生长；

加工过程中不使用防腐剂，运输过程

中不使用保鲜剂等；目标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社会良性健康发展。

但需要明确的是，生态农业并不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从业

者收入低、社会贫富差距等的问题。

所以，就像地膜的大面积推广使用一

样，生态农业的推广程度取决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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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观念改变、生产者参与和政府支持。

但无论如何，推广使用了 40 多年的

地膜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容小觑，

生态环境的代价、人类健康的代价需

要对目前的农业种植模式进行反思，

当然，这需要生产者、消费者的觉醒，

更需要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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