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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机废旧电池作为高科技垃圾，由于含有许多重金属有毒元素，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必将对人类居

住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伤害。重庆作为三峡库区和西部开发的核心城市，怎样加强对手机电池固体废物的科学管理

以及回收利用科学决策，不仅关系到危险固体废物的科学管理，同时也关系到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

康。为了协助政府出台关于回收利用废旧手机电池这一政策，该研究主要通过对目前手机使用人群就废旧手机电

池的处置与回收进行了市场调查、统计，针对重庆市废旧手机电池的处理现状，提出了目前重庆市废旧手机电池固

体废物的管理措施与科学的回收利用和处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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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是一种消费类电子产品，其设计使用寿命

一般在 % K L 年，而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较短，一般

在 + 年左右。由于手机小巧化、多功能化和低价格

化进程加快，人们换手机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这也意

味着废旧手机电池正以成倍于手机的速度淘汰进入

环境。权威统计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更换新手机的

周期平均在 " 年左右，而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

家和地区，用户更换手机的周期更短［DF+］。作为网络

信息时代的高科技垃圾，废旧手机和手机电池引发

了极大的处理危机。

手机的充电电池及其配件中含有诸如砷、汞、

锑、镍、镉、锂、钴等一些有毒的金属元素［GF*］。如果

手机及其电池被废弃后不做任何处理，或简单填埋，

就会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资源，易使人类，尤其是

儿童患癌症和导致神经系统紊乱；如果选择焚烧，会

造成空气污染，最终形成酸雨进入土壤。因此从环

境保护的角度来讲，对废旧手机电池实行科学的绿

色回收是非常有必要的［%FD#］。

为了更好地了解广大市民与社会各企事业单位

等对废旧手机电池回收问题的看法与认知，"##% 年

重庆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组织人力物力在重

庆市辖区内对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人群

和部分社会企事业发放了调查问卷表并进行了访问

调查。

D 调查准备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实地调查和网络

调查相结合）为主，文献分析、访谈调查和专家咨询

为辅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市民群体，设计了以政府

机关公务员、学生、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等为主要

调查对象的一套综合性问卷，面向全市公开调查废

旧手机电池回收与处置的情况。本次调查根据区域

位置，选择重庆市主城九区及江津市、荣昌县、合川

市、大足县和万州区等代表性的区县开展调查。

为了准确、快速地得出调查结果，此次调查采用

了分层随机抽样法：先按其生活居住条件分层，即中

高档住宅区域与普通住宅市民，然后根据教育、素质

背景又分为两层———学校师生与车站码头等地流动

人员，最后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外，分布在市内外的

环保职能部门、社会环保组织机构也是本次调查的

对象，因其规模、档次的差异性，决定采用判断抽样

法。具体情况如表 D 所示。

表 D! 受调查成员组成

分层方法
生活居住条件

普通住宅 中高档住宅

教育、素质背景

学校师生 流动人员

环保机构

职能部门 社会组织

参与人数 +## 名 +## 名 +## 名 +## 名 D# 家 H 家

调查活动自 "##% 年 D 月 DH 日至 "H 日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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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个市区及各区县陆续展开。在本次问卷调查

中，共发放了问卷 ! "#$ 份，问卷回收率达 "%& ，有

效问卷达 !$$& 。

’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手机使用情况

手机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如图 ! 所示。! #)$ 个被

调查者到目前为止使用过的手机总数约* $$$ 部。假

设每部手机只配备一块电池，那么这 ! #)$ 个被调查

者所使用过的手机电池大概也达到 * $$$ 块左右，即

人均使用过手机电池约 ’( + 块。

图 !, 调查人群手机使用状况

’( ’ 废旧手机电池处理措施

关于废旧手机电池处理措施的调查结果如图 ’
所示。由图 ’ 可知仅部分调查对象（-’& ）将废旧

手机电池连同手机一起卖给回收者，但另外大多数

（)#& ）的调查对象在淘汰旧手机时并没有妥善处

理，仅同普通垃圾一样丢掉或放在家里没有进行处

理。

图 ’, 调查人群手机废旧手机处置情况

’( - 对废旧手机电池的污染性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在废旧手机电池对环境的污染问

题上，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认为废旧手机电池对环

境是有污染的，只有少数调查对象认为没有污染

（’& ）、不知道有没有污染（-& ），另外有部分调查

对象（*&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 % 对废旧手机电池的处理意见

调查结果显示（ 图 -），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赞

成由手机厂家回收废旧手机电池，-!& 的调查对象

认为让政府出面联合手机商家等统一建立回收渠道

更好，只有少数调查对象（’& ）认为不作处理，放置

家中。

图 -, 调查人群对废旧手机电池的处置意见

’( * 随意丢弃手机电池的主要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认为，人们

随意丢弃废旧手机电池的主要原因是尽管了解废旧

手机电池有危害，但是没有看到过回收装置；-*& 的

调查对象虽然知道有污染，但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危

害，因此随意丢弃；余下的认为拿来回收很麻烦。

’( ) 对手机废旧电池回收的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专门的手机废旧电池回收

装置时，有 +)& 的调查对象愿意将废旧手机电池投

放进去；而另外有 ’!& 的调查对象表示如果有一些

奖励措施，就可以考虑投放进去；只有少数的调查对

象表示不愿意投放进去。

’( + 对处理废旧手机电池方法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 图 %），大部分调查对象（+-& ）

认为最方便的处理废旧手机电池的方法是由专业部

门设点回收，有 !)& 的调查对象认为由环保志愿者

组织回收对他们最方便，剩下的调查对象则认为自

行处理最方便。

图 % 调查人群对手机电池回收处置的意见

’( # 对废旧电池的回收点设置的看法

最方便的废旧手机电池的回收装置点调查结果

显示，-*& 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设在社区，’+& 认为设

在手机销售处和话费缴纳处，!!& 认为设在商服单

位（商场服务台）是最方便的。

从上面 # 个方面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众知

道废旧手机电池对环境有害，但目前还没有妥善进

行回收处理，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便利的回收措施

和条件，在具备硬件条件时还是愿意参与废旧手机

电池回收活动。这表明公众对于废旧手机电池危害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0：1 1 222( 34567( 35, , , , , , , , , , 第 ’) 卷



有一定的认识，但还需要继续进行废旧手机电池的

回收宣传和实实在在的回收工作。

! 废旧手机电池回收利用对策

虽然废旧手机和电池会给环境带来污染，但通

过实施一项负责任的回收计划就可使之变成宝贵的

资源。从镍镉、镍氢、锂离子 ! 种手机电池中可以回

收镍、铜、钴、钕、锂、铝和铁等金属，最终可以将这些

再生的资源重新用于工业生产。因此，从事手机及

其电池的回收事业不仅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还可以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

!# " 现有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

常用的手机电池回收利用包括如下几类。

干法处理：日本开发出火烧法处理工艺，首先

将电池破碎以除去包装塑料，将电池置于回转窑中

加热至 "$$$%焙烧。分别收集烟尘和残渣，实现回

收利用，该法适用于镍&镉电池，能耗较大。

湿法处理：将电池破碎后溶解于酸，然后借助离

子树脂从溶液中提取各种金属物，用这样的方法获得

镍、镉原料比火烧法处理所得的更纯净，回收价值也

更高，而且电池中包含的 ’()的物质都能提取出来。

生物技术：利用细菌浸取金等贵金属的一种手

段，它是 *$ 世纪 +$ 年代开始研究的提取低含量物

料中贵金属的新技术。生物技术提取金等贵金属具

有工艺简单、费用低、操作方便的优点，但是浸取时

间较长，浸取率较低，目前很少投入使用，但它是较

有前途的废旧手机电池回收新技术之一。

综合利用：将多种方法结合使用，提高废旧电池

回收利用效率。如日本先将废旧锂离子电池焚烧以

除去有机物，再筛除铁和铜后，加热并溶于酸中，

用有机溶剂萃取便可提出氧化钴［"*&"!］。

!# * 废旧手机电池回收利用建议

现有回收方法各有优缺点：采用焚烧除去有机

物的方法，需配套烟气净化设备，否则易引起大气环

境污染；加热下盐酸浸出对设备防腐要求高、操作环

境恶劣。总之，对废旧手机电池进行回收，既要求

工艺简单、流程短、成本低、资源回收率和产品纯度

高，又要求其为清洁生产工艺，不造成二次污染。鉴

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高分子材料的回收与利用。由于高分子材料具

有强度高、密度小、电绝缘性好、来源广、成型加工容

易和价格低等特性而常常应用于手机的制造中。手

机的生产中常用的高分子材料通常是工程塑料、通

用塑料和特种橡胶。废塑料的自然降解非常困难，

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目前世

界各国对废旧塑料的处理方式大体有：回收利用、生

物和光降解处理、深埋、焚烧 , 种方式。深埋会使地

下水受到污染，而焚烧的方法对臭氧层的破坏十分

严重，所以研究和开发无害化的回收利用工艺是最

为有效的方法。目前，比较好的回收利用废旧塑料

的方法主要有废塑料制造汽油和废塑料回收热能这

两种方法，它们的工艺流程如图 (、图 -。

图 ( 废塑料制造汽油的工艺流程

图 -. 废塑料热能再生方法

, 结语

重庆作为三峡库区和西部开发的核心城市，应

该在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方面作出

贡献，在废电池处理以及回收利用决策上应该走自

己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积极组织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对废电池的

处理技术和电池的无害化、产业化进行研究和公关，

设置专门的废电池回收部门，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

体系，在各区县设立废电池回收中心，定期由专业人

员、专车进行回收，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危险发生。

*）建议对电池的销售实行加价销售，回收电池

时退还增加款，督促电池生产商回收。

!）在政策上鼓励有识企业参与废电池的回收

处理，并提供经济支持和政策优惠，真正实现政府出

政策，企业出资金，科研单位出技术，形成一个完整

的产、学、研双赢模式，为今后其它相关产业固体废

物回收利用处置提供可持续发展思路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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