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示

NINGBO DAILY3 深度 2022年7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 芳

进入仲夏，大豆成熟，丰收在
望。在余姚小曹娥镇南新庵村，佳
云西兰花合作社负责人张尧煊为采
收大豆而忙碌着。

佳云合作社试用全生物降解地
膜已经有 3 年了，今年，有 20 亩
大豆地铺上了这种膜。但相较于
合 作 社 500 多 亩 的 基 地 面 积 ， 全
生 物 降 解 地 膜 的 普 及 率 并 不 高。
在张尧煊看来，全生物降解地膜不
错，就是价格有点贵，增加了农业
生产成本。

他的话不无道理，这也是当前
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技术推广面临
的难题。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成本

比普通地膜高，以鲜食大豆应用为
例，普通塑料地膜一亩成本约 60
元 ， 而 降 解 地 膜 每 亩 用 量 6.8 公
斤，每公斤 32 元，一亩地要花 200
多元，比普通地膜高出一大截。

2019 年 到 2021 年 的 三 年 间 ，
余姚在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菜富
通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基地示范
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共计 350 亩，
取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种植大户
也表示认可，但降解地膜应用成本
高，增加了其推广的难度。

今年，余姚在全市率先出台全
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应用补助政策，
对降解地膜示范应用面积 50 亩以

掀起农田“绿色革命”

自上世纪 70 年代引进地膜
覆盖栽培技术后，地膜覆盖已成
为我国干旱、半干旱、低洼和盐
碱、寒冷地区农作物增产、节水
与保温的重要措施。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具有增温
保墒、抑制杂草和增产作用，促
使我国蔬菜、玉米、花生等农作
物亩产量普遍增产 30%以上，对
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作出了重大

贡献，被誉为农业上的“白色革
命”。

然而，随着地膜覆盖技术应
用区域和面积的不断增大，投入
量不断增加，大量脱标超薄地膜
的使用，以及传统 PE 地膜使用
废弃后难以彻底回收，在自然环
境中难以降解，农田地膜残留污
染呈现不断恶化趋势。同时，残
膜污染阻碍土壤毛管水和自然水

的渗透，降低土壤通透性，破坏
了土壤结构，影响农业可持续发
展。

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是解决残留地膜污染问题的必由
之路。但降解地膜产业发展仍面
临多个“拦路虎”，最大的难题
在于推广成本较高。

为此，余姚在全市率先出台
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应用补助政

策。在政策的引导下，当地一些
生产主体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覆
盖替代普通地膜的积极性提升了。

在宁波深入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的大背景下，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成
为一项重要任务。应用全生物降
解地膜以减少普通地膜的使用
量，从源头上控制农田“白色污
染”，迫在眉睫。大力推广全生
物降解地膜，契合我市农业可持
续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
目标。 （孙吉晶）

从源头上控制农田“白色污染”

记者手记

制图 毛雪娇

张尧煊
（中）和技术
人员观察降解
地膜分裂情况。 即将采收的大豆基地即将采收的大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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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上午，烈日高照，暑气逼人。记者来到地处慈溪龙山镇的宁波海通时代农业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眼前连片的大豆郁郁葱葱，长势旺盛，再过几天，就可以采收上市了。

基地负责人马小福拨开一丛大豆，地上露出一层白色的膜。用手轻轻一撕，白膜马上变成了碎

片。“这是一种全生物降解地膜，随着时间推移，能够自行裂解、脆化，不用人工进行回收了。”宁

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蔬菜科农艺师郭焕茹说。

今年，海通时代在20多亩大豆地里分别覆盖了4家厂家生产的不同厚度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开展全

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技术试验和示范，从试验情况来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鲜食大豆是海通
时代每年都会种植的

蔬菜品种。为了提早鲜
食大豆的上市时间，基地

一 般 采 取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技
术。每年 4 月初，大豆播种时，

会在泥土上面铺一层塑料薄膜，起
到保温作用，促进大豆生长。

然而，塑料薄膜使用后需要人
工捡拾回收。“现在人工工资高，
捡拾地膜自然增加了成本支出；如
果不捡拾，丢弃在田间地头的地
膜，就成了一种新的污染源。”马
小福说。

去年底，当慈溪市农技推广中
心的技术人员向马小福提出，是不
是考虑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时，他
答应一试。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没错。今年
大豆种下一个多月后，全生物降解
地膜开始分裂。到目前为止，慢的
分裂了四成左右，快的已经达到八
成。海通时代基地下一季种植的作
物是西兰花，时间在 9 月上旬，也
就是说，接下来的两个月，全生物
降解地膜有充裕的时间去分裂。

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
师范雪莲告诉记者，全生物降解地膜
是一种以生物降解材料为主要原料、
具有生物降解性能的新型薄膜。全生
物降解地膜最终会自动降解为水、二
氧化碳和少量有机质等产物。

对农户和经营者来说，全生物
降解地膜自行分裂，破解了回收难
题。

记者近日见到慈溪市长河镇垫
桥村村民蒋军革时，他正在玉米地
里干活。今年，老蒋种植的玉米第
一次用上了全生物降解地膜，他给
试验田块编上了号，以便观察不同
厂家、不同规格全生物降解地膜的
分裂情况。“全生物降解地膜效果
不错，有些已经开裂了。”老蒋说。

为了对比试验效果，老蒋在其
中一块玉米地铺上了传统塑料薄
膜。记者发现，尽管过去了一段时
间，塑料薄膜仍完好无缺，而处于
分裂期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在揉擦

后变成了碎片。蒋军革说，原来地
里的农膜要花很多精力去捡拾，也
捡不干净，利用旋耕机等进行机械
作业时，很容易出现缠绕现象。

慈溪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
师蔡娜丹定期跟踪观察并记录不同
厂家、不同规格全生物降解地膜的
分裂情况。她表示，今年慈溪在大
豆、玉米、露地瓜类上应用了全生
物降解地膜，从目前来看，总体效
果是好的。

塑料地膜回收难，加上农田土
壤受塑料地膜污染日趋严重，用全
生物降解地膜替代塑料地膜已是大
势所趋。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浙
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导下，
从 2019 年开始实施全生物降解地
膜替代技术示范推广工作，组织余
姚、宁海、慈溪、北仑、海曙、象
山等地的农技推广部门，引进不同
厂家、不同厚度规格、不同颜色的
全生物降解地膜，选择鲜食大豆、
玉米、露地西瓜、芋艿、洋蓟、马
铃薯、旱稻等多种作物，开展了一
系列技术示范。据统计，今年全市
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技术示范推广
面积超过 1500 亩。

范雪莲表示，我市农技部门针
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季
节、不同栽培模式，遴选全生物降
解地膜产品，同时加强地膜产品和
农艺措施的配套研究，基本明确了
鲜食大豆、鲜食玉米、芋艿、洋蓟
等作物的适宜降解地膜规格，初步
总结出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技术。
今年，各级技术部门还通过打造基
地、组织观摩、交流培训、产学研
推多方合作等模式，对鲜食大豆、
玉米、芋艿、洋蓟、旱稻等作物开
展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替代技术示
范，逐步实现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
技术集成熟化。市农技推广总站还
与宁波大学联合申报了 2022年度宁
波市公益类科技计划项目 《环境友
好型地膜覆盖技术研究与示范》，
以便更深入地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
对作物的适宜性研究，进一步推进
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示范推广。

传统地膜回收难
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专家

表示，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普通地
膜，除了破解地膜回收难题、减少
农业面源污染，还能提高土壤温
度、抑制杂草生长，起到增产的作
用。

去年，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
宁海深甽镇开展山地茄子全生物降
解地膜应用试验示范。今年，又推
广到山地萝卜、芋艿等作物。“去
年山地茄子应用降解地膜之后，植
株长势很好，产量也增加了。”种
植户俞统武说，虽然每亩地的地膜
成本增加了 100 多元，但地膜使用
后不用回收了，回收成本可节省
40 元。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田
块 ， 茄 子 亩 产 量 至 少 增 加 50 公
斤，这样算下来，每亩收入反而提
高了。今年，俞统武把种植山地茄
子用的膜，全都换成了全生物降解
地膜，效果都不错。

余姚是全市较早引进、应用全
生 物 降 解 地 膜 的 区 （县 、 市）。
2019 年，余姚在浙江省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的指导下，开始在鲜食大
豆上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试验示
范工作。

综合试验效果分析，
不同颜色的全生物降解
地膜作用不同：白色
降解地膜在早春时
节 能 起 到 保 温 、
保墒作用；黑
色降解地膜
能 起 到 抑
制杂草作
用；银色
降解地膜
能起到防
蚜虫作用。目前，全生物降解地膜
厚度规格可按照作物生长需求定
制。通常情况下，地膜越厚，其降
解速度越慢。降解速度快的，适合
生长周期短的作物；降解速度慢
的，适合生长周期长的作物以及大
棚作物。

专家指出，全生物降解地膜
覆 膜 后 ， 要 拉 平 绷 紧 ， 紧 贴 畦
面，增加压泥密度，畦中宜适当
压土，尽量减少地膜与畦面的间
隙，防止大风吹起地膜、刮破地
膜 和 杂 草 顶 膜 。 在 日 常 管 理 中 ，
发现大风吹起地膜、杂草顶膜等
现象时，要及时压泥。

全生物降解地膜好处多

上的基地，每亩补助 200 元，每家
补助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在政策的引导下，当地一些生
产主体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替
代普通地膜的积极性提升了。据统
计，今年余姚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
面积达到 1200 亩，该市农技推广
服务总站推广研究员郑华章表示，
全生物降解地膜解决了普通地膜田
间捡拾费工、彻底离田难、回收处
置环节多等难题。

在今年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印发的 《2022 年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试点技术指导意见》

所制定的任务中，已经将全生物降
解地膜的推广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范雪莲表示，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
普通地膜的离田监管力度，另一方
面要争取政策扶持，多措并举扩大
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范围，掀起
一场农田“绿色革命”。

据了解，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将在鲜食大豆、玉米、露地西瓜、
茄子等作物基础上，筛选、试验示
范更多其他露地种植作物，不断提
升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普及率，逐步
取代传统塑料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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