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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生物双降解生态地膜
将让土壤告别“白色污染”

本报记者 信鹏/朱莉

塑料地膜以其保温、保墒

性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

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是促

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辅助材料

之一。中国是塑料地膜使用

大国，近年来随着蔬菜、水果、

花卉的种植也开始使用地膜，

塑料地膜的使用量大大增

加。我国地膜使用量早在

2013 年就已突破了 200 万

吨，近几年，这一数据更是以

每年十几万吨的增长速度逐

步上升，数量可谓惊人。

山东省作为全国的农业

大省，地膜覆膜面积大，年使

用量已达到12—13万吨，覆

盖种类涉及多种农作物、蔬

菜、水果、花卉种植等。近年

来，全省地膜覆盖面积基本保

持在 3200—3500 万亩。据

了解，经过科学研究，现在市

场上已经增加了多种用途的

地膜产品，比如超薄型地膜、

多功能用途地膜、长寿地膜、

防虫地膜、防病地膜、除草地

膜等，在给农民带来收益的同

时，大量使用不可降解地膜带

来的后期环境污染也是后患

无穷的，而且许多农民为了降

低成本，选择使用寿命短、易

破损不易回收的超薄地膜，农

田残留地膜现象非常普遍。

据有关资料统计，土壤地膜残

留量达到4公斤/亩时，就会

给农作物造成减产，幅度为：

棉花减产 10%—22%、玉米

减产 11%—23%、瓜蔬类减

产 15% —59% 、小 麦 减 产

9%—16%。

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

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白

色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已受

到各界广泛关注。国家环保

和农业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关

政策，加大治理力度。目前，

治理的主要措施主要还是回

收。由于塑料类垃圾在自然

界停留的时间很长，一般可达

200—400年，有的甚至可达

500年，所以可降解塑料的应

用势在必行，是环保所需，也

是环境治理的百年大计。

赋予产品更多功能，多方面
降低“白色污染”也成了天壮环保
发展的新方向。天壮环保已尝试
把自己的先进技术运用到生活用
品上，2009年天壮环保公司研发
生产的环保降解塑料袋、垃圾袋
等产品，被指定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一届全运会专用产品”。

在环保地膜技术的研发过
程中，天壮环保扩大可降解塑料
适用产品的研制，在日用品和工
业包装上推进氧化-生物双降解
塑料技术，已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现在已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和食品包装
生产许可资质（QS认证），先后获

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山东省
环保科技奖、济南市技术发明
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
运动会指定降解塑料产品供应
商”、“全国最具成长性留学人员
企业”等多项荣誉。

最后，王丽红对记者说，任何
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当地政

府的支持，天壮环保位于山东省
济南市，自公司成立以来山东省
和济南市各级领导对天壮环保的
技术研发和推广给予了大力支持
和鼓励，有了政府的支持和信任，
天壮环保今后一定更加努力致力
于环保产品的研发，全面打响消
灭“白色污染”的阻击战。

产品虽好，但像其他高科技
产品一样，氧化-生物双降解生
态地膜在推广初期也遇到了一
个现实的问题，即价格偏高。普
通不可降解农用地膜的价格为
每吨1.3万元，氧化-生物双降解
地膜售价是每吨2万多元。从表
面看起来可降解地膜价格高出
很多，但王丽红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通常每亩地的地膜平均用量
是5公斤，使用传统普通地膜需
70元，使用氧化-生物双降解地
膜是100元，但使用普通地膜后

期尚需每亩100元的清理费用，
总成本是170元，已经远远高出
氧化-生物双降解生态地膜的成
本。对此王丽红这样看，“由于
地膜属于常备消耗品，年年都会
用到，其实账算明白了，农民朋
友应该了解孰轻孰重。看似普
通地膜成本低，但加上后期处理
地膜的人工、地膜对土壤的破坏
以及减产部分，普通地膜的不利
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应只看到
眼前那一点点利益，眼光要放长
远，农民靠地吃饭，土壤破坏了

得不偿失。”
技术人员介绍说，氧化-生

物双降解生态地膜面世以来，许
多省市和农民朋友主动找上门
来要求做实验田，目前已在全国
22 个省市累计试推广 400 多万
亩，其中山东省就有100多万亩，
天壮环保的氧化-生物双降解地
膜被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和农
民朋友认可。

2013年天壮环保主持制定
了山东省地方标准《氧化-生物
双降解生态地膜》；2014年12月，
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立项，由天壮环保负责主持制定
了《复合型双降解生态地膜》国
家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对天壮
环保给予大力支持和认可，希望
该项技术产品能够大力推广使
用，减少农村“白色污染”。

面对价格高的“劣势”和市场
上假冒产品的“围追堵截”，年轻
的天壮环保选择以产品创新作为
突破点，不间断的致力于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2006年

至2012年间，天壮环保先后聘请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
和美国系统生物研究院、日本东
京大学等国外知名学者，联合国
内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等著名
专家共同探讨、研究氧化-生物双
降解生态塑料技术，截至2016年
底，天壮环保总计投入技术开发
费用2亿元。

2017年6月，由山东省农业
厅农技推广总站主办、山东天壮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马铃
薯专用氧化-生物双降解生态地
膜现场会上，在山东农业大学发
展规划处处长米庆华，山东农技
推广总站副站长高中强以及省
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泰安农科
院、肥城农业局和环保站的专家
及领导见证下，对氧化-生物双
可降解地膜进行实地测产，测产
结果表明马铃薯2号双降解地膜
增 产 效 果 显 著 ，每 亩 可 增 产
9.1%，达到3793.5公斤/亩，地膜
降解效果和增产效果均得到试
验地农户的认可。

山东天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壮环保”）王丽
红董事长是一名具有强烈环保
意识的“海归”学者，她和其团队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可降解环保
塑料地膜的研制工作。王丽红
告诉记者，塑料地膜残留物在土
壤中需200年左右才能降解，每
年其大量的积累既污染环境，又
严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残膜污
染治理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为了减少残膜污
染，主要靠人工捡拾，农民把破
碎残留的地膜一片片从田地里
捡出来，不仅耗费大量时间，还
增加了农民负担，费时费力效果
差。王丽红告诉记者，清理一亩
地的农田残留膜，耗费的人工成
本最少为100元。以此计算，山
东省3400万亩的地膜使用面积，
清理费用高达 34 亿元，而 3400
万亩农田所需地膜的总产值也
不过17亿元，巨额的清理费用加
上严重的地膜污染，都在呼唤环
保可降解地膜的应用。

据王丽红介绍，早在 2008
年，她与团队就开始进行环保可
降解地膜的研制，经过不断研究
试验，终于完成了氧化-生物双降
解塑料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究。
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将传统塑料
转变为可生物降解的环境友好材
料”。该项技术研究成果于2013
年被山东省农业厅、财政厅列为

“生态农业与农村新能源示范县
建设项目”的主推技术。山东省
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降
解塑料地膜技术。

除此之外，王丽红和研发团
队还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条件
和土壤环境，研发出了适用于不
同区域的“定制版”可降解塑料
地膜。地膜在铺设后，会在适当
的时间自行降解，最终分解成
水、二氧化碳和土壤有机质等完
全无害的物质被土壤吸收，既节
省了人工清理成本，又给土壤提
供了养分，可谓一举两得，做到
了地膜的使用、分解完全可控，
此产品填补了我国相关技术空

白，非常值得大力推广，农田告
别“白色污染”指日可待。

在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屯
头村的试验示范田，记者看到了
这种新型可降解塑料地膜，它的
外表与普通地膜没什么两样，但
闻起来并没有劣质普通塑料的
味道，用手触摸感觉柔软略带些
黏性，用力撕扯发现其韧性十足
不易扯裂。

据科研人员介绍，目前天壮
环保公司拥有集“氧化-生物双
降解生态塑料”系列产品的研究
开发、实验测试和生产加工于一
体的研发生产示范基地60亩，生
产车间9000多平方米，主要致力
于研究和生产氧化-生物双降解
塑料袋、包装及农膜等系列产
品，相信天壮环保产品势必掀起
一场新的“白色革命”。

将优势技术扩大到生活日用品

好产品遭遇价格瓶颈

突破技术难关 填补国内空白

天壮环保召开氧化-生物双降解大蒜地膜现场会

山东省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高中强（中）与行业内专家
学者现场讨论评估马铃薯专用氧化-生物双降解膜降解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