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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地区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 地膜覆盖技术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 但同时地膜残留污染约束了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 ２０１１ 年以后全区地膜覆盖总面积达到 １３３ 万 ｈｍ２ 以上， 农用地膜年使用量超过了

４ ９ 万 ｔ， 并且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 目前全区使用的地膜厚度一般在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８ ｍｍ 之

间， 回收率仅为 ６０％左右， 全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 ８４ ｋｇ ／ ｈｍ２， 回收率较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

低 ２０％左右， 而地膜残留量较公报数据高 ４０ ５％ 。 地膜残留主要分布在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中， 并且近年刚开始

实行地膜覆盖的地块年平均地膜残留量增长速度显著高于覆膜年限较长的地块。 针对内蒙古地区地膜污染现状，
从地膜的标准化生产、 节约使用、 高效回收以及未来需要研发的新材料、 新技术、 新政策等机制体制方面提出相

应的防治技术途径， 达到地膜覆盖技术大面积推广和农作物增产的同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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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处高纬度、 高海拔地区， 无霜期短、
有效积温低， 因此 “旱” 和 “寒” 是制约内蒙古地

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气候因素， 而地膜覆盖技术有效

地打破了这两个因素的限制， 因此该项技术一经推

广就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面积的应用。 自 １９８３ 年以

来， 地膜覆盖技术作为自治区的重点农业推广项目，
在 ６０ 多个旗县的粮、 油、 菜等 ２０ 多种农作物上得到

广泛应用， 达到了增产 ３０％ ～ ５０％， 增值 ４０％ ～
６０％的效果， 为自治区粮食生产及丰收发挥了重要

作用。 同时通过调研发现， 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使

农作物的栽培区域不断向高海拔、 高寒、 干旱半干

旱地区延伸， 与常规种植相比， 地膜覆盖可使部分

喜温作物的栽培北界北移 ２ ～ ５ 个纬度， 即向北推进

约 ５００ ｋｍ， 使作物种植海拔向上提升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ｍ。
例如阿荣旗通过地膜覆盖技术和早熟品种的应用将

全市玉米种植区域从北纬 ４５°扩大到北纬 ４８°北移近

２００ ｋｍ。 但在覆膜面积及地膜投入量不断增加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其中地膜残留污染

给农业生产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调查数据， 获取内蒙古

地区地膜投入情况与地膜覆盖面积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５ ～ ８ 月， 内蒙古土壤肥料工作站与内

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 对全区 １２ 个盟市， ６６ 个粮

食生产大县进行了地膜使用情况和回收情况调研，
并选择了位于东部燕山丘陵区赤峰市的松山区、 敖

汉旗和喀喇沁旗， 中部阴山地区乌兰察布市的凉城

县、 丰镇市、 四子王旗和察右后旗和西部河套灌区

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和杭锦后旗等 ９ 个旗县进行了

专题座谈调查和典型地块取样调查。
每个试验点根据田间实测法选择 ３ 个取样点采

集残留地膜， 每取样点 １ ｍ２ （１ ｍ × １ ｍ）， 分别取

０ ～ １０、 １０ ～ ２０、 ２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 每处理重复 ３
次。 将每土层的土块整体取出后过筛。 将肉眼可见

的残膜碎片全部捡出， 用自来水清洗干净后放入烘

箱 ４５℃烘至恒重， 用万分之一天平进行称量。
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及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内蒙古地区地膜使用量和面积的变化

内蒙古地膜使用量和覆膜面积均在不断增加，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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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全区地膜使用量为 ０ ５７ 万 ｔ，
２０１０ 年达到了 ４ ８２ 万 ｔ， 增加了 ７ ５ 倍， 同时呈现

出继续增加的趋势 （图 １）。 地膜覆盖面积也保持

持续增长的趋势，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 地膜覆

盖面积逐年增长速率 ８％ 左右。 １９９３ 年全区地膜覆

盖面积仅为 ２００ ｈｍ２， ２００２ 年发展到 ４８ ７ 万 ｈｍ２，
２０１０ 年达到了 ８７ 万 ｈｍ２， 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图 ２）。

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０ 年内蒙古地膜使用量增长曲线

图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０ 年内蒙古覆膜面积增长曲线

２ ２　 内蒙古地区覆膜区域与作物种类的变化

通过对内蒙古地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各地地膜覆

盖面积及应用作物的调研发现， ２０１１ 年全区地膜覆

盖面积达到了 １３６ 万 ｈｍ２， 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

１ ／ ５。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全区地膜覆盖总面积分别为

１７０ 万、 １８２ 万 ｈｍ２， 分别较上一年增长了 ２４ ５％
和 ７ ３％ 。 其中以巴彦淖尔市、 赤峰市、 乌兰察布

市和呼和浩特市覆膜面积较大， ２０１３ 年分别达到了

４５ ６ 万、 ３３ 万、 ２７ 万和 ２５ ８ 万 ｈｍ２， 分别较 ２０１１

图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内蒙古地区各盟市地膜覆盖面积

图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内蒙古地区不同作物地膜覆盖面积

年增长了 ２６ ６７％、 ３１ ８５％、 ４１ １１％ 和 ３３ ５５％。
在内蒙古地区主要栽培作物中， 玉米的地膜覆盖面

积最大， ２０１３ 年的地膜覆盖面积达到了 ９５ ２ 万 ｈｍ２，
其次为马铃薯， ２０１３ 年的地膜覆盖面积达到了 ３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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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ｈｍ２， 向日葵和瓜菜类依次减少， 大豆的覆膜面积

最小。
２ ３　 内蒙古地区地膜种类及覆膜方式的发展

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不断发展， 地膜的种类和

覆膜方式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全区应用最为

广泛的是无色聚乙烯塑料薄膜， 同时黑地膜、 蓝光

地膜、 降解地膜等新型地膜近年来都得到了快速发

展， 据统计， 黑地膜由于除草效果明显在经济作物

上应用较广， 全区约有 ２ ６６７ ｈｍ２； 蓝色膜主要用

作棚膜， 还有少数蓝光地膜 ２０１４ 年也在不断推广，
全区约有 １５ 万 ｈｍ２； 降解地膜作为一种新型环保地

膜近年发展迅速， 自治区也对不同种类的降解地膜

进行试验研究， 但效果仍然不如普通地膜， 同时存

在地膜韧度不够、 降解过快、 降解不完全、 售价高

等问题， 因此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
内蒙古地区地膜厚度的变化经历了由厚到薄再逐

渐增厚的过程。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为 ０ ０１４ ｍ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为了减少成本、 获得更大的

经济利益和迎合农民的需求， 实际生产销售的地膜

厚度大多在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ｍｍ， 甚至更薄， 导致地膜

强度低， 易老化破碎， 回收困难［１］。 一直到 ９０ 年

代， 国家农用地膜标准 （ＧＢ １３７３５—９２） 规定农膜

厚度最低为 ０ ００８ ｍｍ， 较之前地膜厚度有所增加。
随着栽培模式的不断进步， 农业机械配套程度

不断提高， 内蒙古覆膜方式由传统的行上覆膜不断

地发展为宽覆膜、 全覆膜等多种覆膜方式， 在不同

的地区均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据统计宽覆膜主要在

巴彦淖尔市黄河灌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应用面积

约为 ８ ６００ 万 ｈｍ２， 全覆膜在旱作区应用面积较广，
约为 １５ 万 ｈｍ２。
２ ４　 内蒙古地区地膜残留现状

２ ４ １　 地膜残留及回收现状

表 １ 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个旗县 ４ 种作物地膜残留情况

调查结果。 可以看出， 内蒙古地区普通聚乙烯地膜

使用较为普遍， 地膜平均回收率仅为 ６０％ ， 较

２０１０ 年全国平均地膜回收率降低了 ２０％ ， 并且不

同地区差异较大， 这主要与当地种植习惯有较大关

系。 通过对 ９ 个旗县 ４ 种作物 ８４ 个点次的调查，
部分回 收 的 点 次 占 ７１ ４％ ， 不 回 收 的 点 次 占

２８ ６％ 。 不回收的地区普遍为新的地膜覆盖发展

区， 而多年进行地膜覆盖的地区， 农民已认识到残

膜的危害性， 普遍进行残膜的简单回收工作， 但回

收量十分有限， 目前在内蒙古地区范围内， 地膜回

收措施主要依靠收获和春耕时的耕作机械， 如犁、
耙等工具的捡拾， 很少有专门的地膜回收机械， 也

很少人工捡拾。 近年来有些地区直接用旋耕机将地

膜打碎翻入土中， 并不进行回收的现象比较严重，
这是造成内蒙古地区近年来出现地膜残留增长快、
残留量大、 回收率低的直接原因。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内蒙古地区 ９ 个旗县调查样点地膜回收情况

取样

地点

取样

点数

作物

名称

土壤

质地

回收率

（％ ）
地膜是否

可以降解

松山区 ６ 玉米 壤土 ６７ 否

敖汉旗 ６ 玉米 壤土 ６２ 否

３ 马铃薯 砂土 ６５ 否

喀喇沁旗 ９ 玉米 壤土 ４５ 否

凉城县 ６ 玉米 壤土 ６２ 否

３ 向日葵 砂土 ５０ 否

丰镇市 ９ 玉米 壤土 ６４ 否

四子王旗 ６ 玉米 壤土 ４６ 否

６ 马铃薯 砂土 ５０ 否

察右后旗 ３ 小麦 砂土 ６０ 否

临河区 ６ 玉米 壤土 ６６ 否

６ 向日葵 壤土 ６８ 否

杭锦后旗 ９ 玉米 壤土 ６３ 否

６ 向日葵 砂土 ６８ 否

３ 红干椒 壤土 ６５ 否

２ ４ ２　 不同地区地膜残留量比较

由表 ２ 可见， 本次所有旗县取样调查中， 地膜

残留量平均值为 ８４ ｋｇ ／ ｈｍ２， 较 ２０１０ 年全国地膜平

均残留量增高了 ４０ ５％ 。 其中四子王旗地膜残留量

最多， 达到 １０１ ９ ｋｇ ／ ｈｍ２，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较

所有取样点平均值高出了 ２０ ８％ ， 其次为喀喇沁旗

（９４ ８ ｋｇ ／ ｈｍ２）、 凉城县 （９１ ８ ｋｇ ／ ｈｍ２） 和临河区

（８７ ４ ｋｇ ／ ｈｍ２ ）， 松 山 区 地 膜 残 留 量 最 低， 为

６２ ７ ｋｇ ／ ｈｍ２， 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与各样点平均

值相比降低了 ２５ ６％ 。 杭锦后旗、 敖汉旗地膜残留

量也较小， 分别为 ７７ ３、 ７４ ６ ｋｇ ／ ｈｍ２。

表 ２　 内蒙古地区各调查点地膜使用量及残留量

取样

地点

覆膜年限

（年）
覆膜

方式

地膜使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地区平均残留量

（ｋｇ ／ ｈｍ２）

松山区 ３ 行上覆膜 ４８

６ 行上覆膜 ４５

　 ６２ ７ ± ２ ０ｆ

敖汉旗 ２５ 行上覆膜 ４５ 　 ７４ ６ ± １ ３ｅ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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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取样

地点

覆膜年限

（年）
覆膜

方式

地膜使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地区平均残留量

（ｋｇ ／ ｈｍ２）

喀喇沁旗 ３ 全覆膜 ８１

４ 行上覆膜 ４８

２０ 行上覆膜 ４５

　 ９４ ８ ± ２ ３１ｂ

凉城县 ５ 行上覆膜 ４５

１０ 行上覆膜 ４５

２５ 行上覆膜 ４５

　 ９１ ８ ± ６ ６２ｂｃ

丰镇市 １５ 行上覆膜 ４５

２０ 行上覆膜 ４５

　 ８５ ７ ± ２ １５ｃｄ

四子王旗 １０ 行上覆膜 ５４

２０ 行上覆膜 ５４

１０１ ９ ± ２ ７ａ

察右后旗 ２０ 行上覆膜 ４８ 　 ８０ １ ± １ ７ｄｅ

临河区 ３０ 行上覆膜 ４５ 　 ８７ ４ ± １ ４３ｂｃ

杭锦后旗 ３０ 行上覆膜 ４５ 　 ７７ ３ ± ３ｅ

平均 ４９ ８４

２ ４ ３　 不同覆膜年限地膜残留量比较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本次调查中， 内蒙古地区近

年来新增覆膜地块的地膜残留量年平均增长量明显

高于覆膜时间长的地块， 且随着覆膜年限的延长，
地膜残留量的年平均增长量呈明显的递减趋势。 近

３ 年的残膜年平均增长量是 ６ ～ １５ 年的 １ ５ 倍， 是

连续覆膜 ２０ ～ ３０ 年的 ５ ７ 倍。
２ ４ ４　 不同土层地膜残留量分布

通过对不同覆膜年限进行划分 （０ ～ ５ 年、
５ ～ １０ 年、 １０ ～ １５ 年、 １５ ～ ２０ 年、 ２０ ～ ２５ 年、
２５ ～ ３０ 年） 研究残留地膜在不同土层分布的特征

（图 ６）， 农田残膜主要以碎片的形式分布于不同

土层， 且随着覆膜年限的延长分布层次逐年下移。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内， 地膜主要残留在 ０ ～ １０ ｃｍ 土层，
占总残留量的 ５９％ ～ ６２％ ； 其次为 １０ ～ ２０ ｃｍ 土

层， 占总残留量的 ３０％ ～ ３４％ ； ２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地

膜的残留量较少， 不到总残留量的 １０％ 。

图 ５　 内蒙古地区不同覆膜年限年地膜残留平均增长量变化

图 ６　 内蒙古地区不同耕作层土壤地膜残留量

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残留地膜在土壤中分布的特征

据相关研究表明， 覆膜农田的地膜残留量与连

续覆膜年限呈正相关， 地膜残留量随着覆膜年限的

增加而不断增长［２］， 覆盖年限越久， 地膜残留量越

大， 累积效应明显［３ － ４］。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 近年

来开始覆膜的地块地膜残留量增长速度较快， 一方

面这是由于近年来机械化耕作程度不断提高， 农民

的种植模式由原来的精耕细作逐渐转变为机械化生

产， 人工捡拾残膜作业减少， 致使残膜回收率不断

降低；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 劳

动力成本不断升高， 而回收残膜费时费力， 农民对

地膜回收的积极性不断降低， 因此造成了近年来地

膜年增长量不断提高的局面。
陈晶等［５］对残膜的调查表明， 在地表 ０ ～ １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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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内残膜留存量占残膜总残留量的 ７１ ８％ ， １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占 ２２％ ， ２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占 ６ ３％ ， 层次

性鲜明［６ － ８］。 这与本次调研结果一致， 出现这一结

果的主要原因是内蒙古地区大部分农区的小面积耕

地应用机械动力较小， 耕作层普遍较浅， 多数地区

尚以小动力旋耕作业为主， 有效作业深度约 １５ ｃｍ
左右， 致使残膜主要集中在表层土壤中。
３ ２　 地膜残留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残留地膜不能在土壤中降解， 也不能与土壤胶

体结合， 因此大量的残留地膜会严重破会土壤的物

理结构［９］。 研究表明， 地膜残留量超过 ７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土壤容重增加 ０ ０１ ～ ０ １ ｋｇ ／ ｃｍ３ ［１０］， 土壤容重不

断升高容易造成土壤板结。 残留地膜还会阻断土壤

毛管降低土壤渗透性能， 阻碍重力水移动， 减少了

土壤含水量， 削弱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１１］， 平

均每年下降 ２ ７６％ 。 当土壤中地膜残留量超过

３６０ ｋｇ ／ ｈｍ２时， 土壤水分下渗受到严重阻碍， 只相

当于对照的 ２ ／ ３， 还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１２ － １４］。
同时空气、 养分在土壤毛管中的运动也受到阻碍，
使土壤通透性变劣， 孔隙度下降［１１］。

残留地膜在改变土壤物理结构的同时也影响土

壤中水、 肥、 气、 热等肥力因素的变化与供应情

况。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地膜残留量的升高， 土壤

ｐＨ 值呈升高趋势， 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磷和有

效钾含量呈下降趋势［１５］。 土壤通透性变差， 还会

明显降低土壤中磷酸酶、 脲酶等多数酶活性， 同时

厌氧性微生物急剧增加， 好氧性微生物减少， 不利

于土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１６ － １９］， 而土壤中有机

质的腐殖化过程、 氮素的硝化过程、 磷素的分解、
缓效性钾到速效钾的转变过程都需要土壤微生物的

参与， 所以残膜造成土壤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磷

和速效钾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残膜降低微生物含量

和活力造成的［２０］。
３ ３　 地膜残留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残留地膜主要分布在 ０ － ３０ ｃｍ 耕层， 而大部

分作物播种深度不会超过 １０ ｃｍ， 种子播在残膜上

或被残膜覆盖会因为吸收不到水分、 无法顶破残膜

等原因造成无法发芽， 形成烂种或烂芽， 研究表

明， 种子播在残膜上烂种率达 ８ ２％ ， 烂芽率为

５ ６％ 。 残留地膜碎片会阻碍作物根系下扎， 迫使

根系弯曲生长， 改变作物原有根系构型， 影响根系

吸收水分和养分， 进而对地上部分生长发育造成不

良影响。 安琼［２１］、 程桂荪等［２２］、 袁俊霞［２３］ 研究发

现由于残膜造成的根系弯曲在棉田里高达 ３０％ ， 小

麦的分蘖数减少 １７％ ， 同时残膜对玉米、 茄子、 白

菜和花生根系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残留地膜在改变土壤理化性状， 阻碍作物根系

生长， 影响作物吸收水分养分的同时， 必然会造成

作物减产。 孙志洁［２４］ 研究表明， 地膜覆盖可使棉

花增产 １６％ ， 而连续覆膜达 ２０ 年残膜危害可使棉

花减产 １２％ ， 两者相抵增产效果只有 ４％ 。 同时黑

龙江省农垦局的测定资料表明， 连续 ３ ～ ５ 年地膜

覆盖的土壤， 造成小麦减产 ２％ ～ ３％ ， 玉米减产

１０％左右， 棉花产量则下降 １０％ ～ ２３％。 当土壤中

残膜量达到 ５８ ５ ｋｇ ／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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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膜污染防治的技术与途径

４ １　 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地膜质量

地膜厚度决定了地膜回收的力度， 国际上要求地

膜厚度为 ０ ０１２ ｍｍ， 最薄也不能低于 ０ ００８ ｍｍ［ ２５ ］，
美国和西方国家农膜厚度一般在 ０ ０２０ ｍｍ， 日本为

０ ０１５ ｍｍ， 这些国家使用较厚的耐候地膜， 主要是

为了便于回收， 防止污染土壤。 我国发布的 《聚乙

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ＧＢ１３７３５ ～ １９９２） 标准

中规定地膜厚度为 ０ ００８ ｍｍ 以上。 而许多企业为

了降低成本， 获得更大的经济利润， 将地膜的厚度

降低。 目前我国没有强制性监管措施， 有的企业为

了降低生产成本， 普遍生产低于标准的地膜， 但标

签用的则是标准规格地膜， 以此混淆市场。 政府应

出台相应的地膜生产法律法规， 对地膜的厚度、 韧

性、 使用年限等指标统一规定， 严格限制生产厚度

为 ０ ００８ ｍｍ 以下的超薄膜， 对违规生产企业或未

达质量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 保证市场销售地膜的

质量标准。
４ ２　 健全回收机制， 加大财政补贴

目前， 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残膜回收的财税政

策和法规， 农民捡拾残膜费工、 费时、 费力， 不愿

意人工捡拾， 使地膜残留污染逐年加重。 即使农民

自发捡拾回收的部分残膜， 因缺少相关企业的回收

利用， 农民没有更好的处理途径， 只能是就地填

埋、 集中焚烧或随处堆弃。 首先， 政府及职能部门

应制定政策措施对农民使用 ０ ０１ ｍｍ 以上厚度农用

地膜进行差额补助， 使农民使用 ０ ０１ ｍｍ 厚度以上

地膜的成本相当或低于使用超薄地膜的成本，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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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民采用厚度０ ０１ ｍｍ 以上的厚地膜， 降低废

旧地膜回收难度。 其次要扶持残膜回收企业加工利

用残膜， 回收的废旧地膜经过清洗、 热熔造粒可加

工成排水管、 井盖、 垃圾桶或滴灌带等塑料制品或

农用生产资料。 因此， 通过 “残膜收集 ＋ 公司收购

＋企业加工生产 ＋农民利用” 的模式回收利用残膜

是未来减少地膜残留污染的必然途径。 政府部门应

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通过减免税收、 财政补贴等

激励政策措施， 扶持残膜回收加工企业， 促进废旧

残膜的回收利用， 使废膜变成新的加工原料。 最后

要完善回收机制， 对于地膜回收企业及其他回收残

膜的组织和个人给与适当经济补助； 或者与供膜企

业签订协议， 把残膜回收作为购膜条件， 由供膜企

业以合理价格回收残膜或按一定比例以旧膜换购新

膜等。
４ ３　 加强技术研发， 提高地膜回收率

加强残膜回收机具研制。 国内残膜回收机具按

照农艺要求和残膜回收时间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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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等［２６］， 或利用常规耕作机具改装附加回收残膜

装置等类型。 在内蒙古地区目前尚未引入专业的残

膜回收机具， 残膜回收大多依靠犁、 耙等耕作工具

或人工捡拾。
研发、 完善降解地膜的生产应用。 降解地膜主

要分为光降解膜、 生物降解膜和光 － 生物降解膜 ３
种。 目前， 这 ３ 种类型的降解地膜在内蒙古地区都

已开始推广应用， 但实际生产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

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完善与改进。 问题主要表现

为， 前期降解过快后期降解较慢， 增温保墒效果不

明显； 部分品种降解地膜翻入土壤中无法降解完

全； 市场售价高于普通地膜。
研发改进残膜回收加工工艺。 目前， 内蒙古

地区残留地膜回收加工的工艺技术尚不成熟和完

善， 再利用的产品种类少， 大多数回收机构都是

小作坊式的加工厂， 在对残膜进行加工再利用的

过程中， 容易造成大气和地下水的二次污染。 因

此， 加大对残膜回收再利用工艺和技术的研发力

度势在必行。
改变传统种植习惯。 农业技术研发部门要积极

研究、 探索 “适时揭膜技术”， 改变传统地膜覆盖

的方式， 在作物生长中期当气温、 降雨等条件能够

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时候进行揭膜培土， 这样不仅

能够大大提高地膜回收率也能促进作物根系下扎促

进作物生长。 同时适时揭膜技术也需要配套机具，
只有实现机械化操作才能快速大面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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