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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及处置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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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初步了解渝西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及其科学合理处理农村垃圾,2010—2012年,研究选择渝西地区具

有区域代表性的桃花溪流域、濑溪河流域和梁滩河流域开展实地调查。结果表明:渝西地区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28kg·d-1,其中64.55%排放进入环境。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组分包括动植物、竹木材、砖瓦陶瓷、塑料、废纸、纺织

品、玻璃和金属等,其中动植物、竹木材等有机物的含量占54.24%。通过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的研究,结合渝西地区

实际情况,提出了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建议。目前,“户收集、村集中、镇运输、县(区)处理”是
比较成熟的垃圾收运方式。垃圾末端处理方式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农村垃圾的组分,选择性采用焚烧、填埋、堆肥等末端

处理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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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正在迅速增加[1-2],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与管理

处置问题也随之日益凸现[3]。已有研究表明,任意堆放的垃圾产生大量的甲烷、氨、硫化物等污染物向大气释

放,气味使人感到恶心难闻;垃圾在腐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碱性物质,并将垃圾中的重金属淋溶出,进入

水体和土壤,直接威胁农村及城镇居民饮用水和粮食生产安全;垃圾堆积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蚊虫,严重影响农

村环境卫生和居民健康[4]。本文通过农村生活垃圾产生与排放状况的定量调查及其理化性质的定性分析,客观

的反应了渝西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并提出因地制宜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建议。

1数据来源

研究选择渝西地区较典型的长寿区桃花溪流域、九龙坡区梁滩河流域和大足县濑溪河流域开展实地调查。
在调查方法上采用入户调查和垃圾堆放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入户调查:每个流域随机选择2个村进行入户调查,每个村选择15户作为生活垃圾定点调查用户,调查之

前先清理干净村民先前产生的生活垃圾,对每个定点连续调查3天,主要工作是入户发放调查问卷和每日定时

收集农户日常生活垃圾,称重记录当日垃圾产生量及家庭人口数,分析垃圾组分并称量各组分的重量。
垃圾堆点调查:调查各流域主要垃圾堆放点,各流域重点调查2~3个,采样2kg,带回实验室分析环境中的

垃圾组分。

2数据分析

2.1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排放量

生活垃圾产生量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量。生活垃圾排放量是指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排放到环

境中的量。城市垃圾产生量一般等于排放量,农村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影响,垃圾排放量一般会小于产生量,垃圾

排放量占产生量的比值能够客观地反应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消化能力”,比值越小,“消化能力”越大,排放进入环

境中的污染物就越少。从表1可以看出,渝西地区农村人均日生活垃圾产生量为0.28kg·d-1,人均日垃圾排

放量为0.19kg·d-1。每天排放到环境中的垃圾占垃圾产生总量的64.55%。桃花溪流域、濑溪河流域、梁滩河

* 收稿日期:2014-03-31    修回日期:2015-04-25    网络出版时间:2015-4-20 09:30
作者简介:周上博,男,研究方向为环境生态学,E-mail:596781310@qq.com;通信作者:袁兴中,教授,E-mail:xzyuan63@aliyun.com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50420.0930.001.html



流域垃圾产生量和排放量存在着较大差异,3个流域垃圾排放量占产生量的比值依次为42.55%,75.00%,
77.07%。

表1 农村家庭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排放量统计

Tab.1 Astatisticalanalysisofruralhouseholdwastesoutputandemissions

流域 名称
人均垃圾产生量/kg·d-1 人均垃圾排放量/kg·d-1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排放量/产生量/%

桃花溪

新道路村 0.19~0.21 0.20 0.07~0.08 0.07 35.00
麒麟村 0.06~0.76 0.27 0.02~0.40 0.13 48.15
平均值 0.06~0.76 0.24 0.02~0.40 0.10 42.55

濑溪河

关圣村 0.15~0.20 0.17 0.12~0.16 0.14 82.35
高坡村 0.13~0.17 0.15 0.08~0.11 0.10 66.67
平均值 0.13~0.20 0.16 0.08~0.16 0.12 75.00

梁滩河

海兰村 0.04~2.40 0.48 0.03~2.00 0.42 87.50
白鹤村 0.08~0.86 0.38 0.06~0.57 0.25 65.79
平均值 0.08~2.40 0.43 0.06~2.00 0.34 77.07

总平均值 0.04~2.40 0.28 0.02~2.00 0.19 64.55

2.2农村生活垃圾组分

研究表明,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组分包括动植物、竹木材、塑料、纸类、纺织品玻璃以及砖瓦陶瓷等,其中动

植物、竹木材等有机物的含量占54.24%;同一流域,农村产生与排放到环境中的生活垃圾,垃圾组分的差异性较

大;不同流域,垃圾组分的差异也较为显著(图1)。
桃花溪流域产生的生活垃圾成分以动植物、竹木材、塑料、纸类、纺织品等有机成分为主,动植物、竹木材占

垃圾组分的73.23%,灰土、砖瓦陶瓷仅占5.10%。相反,排放到环境中的生活垃圾以无机成分为主,约占垃圾

组分的48.43%,其中灰土、砖瓦陶瓷占42.57%。这种垃圾组分在产生与排放之间的差异性是三个流域中最显

著的,可能是因为桃花溪流域调查的石堰镇正在进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农民日常生活产

生的大量动植物、竹木材等有机物用来生产沼气,没有释放进入环境中。
濑溪河流域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动植物、竹木占31.23%,其产生量是三个流域中最低的,而金属、砖瓦陶

瓷、纸类、纺织品、玻璃的含量是三个流域中最高的。环境中的垃圾组分中,动植物、竹木占15.62%,无机物灰

土、砖瓦陶的比例则高达60.08%,是濑溪河流域环境中农村垃圾的主要组分,可能是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消

耗大量的金属、砖瓦陶瓷、玻璃等,实地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梁滩河流域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动植物、竹木占67.59%,灰土、砖瓦陶含量占12.75%,塑料占6.57%。

梁滩河流域居民排放到环境中的垃圾组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动植物、竹木的含量占33.76%,塑料占

16.49%,而灰土、砖瓦陶瓷含量仅占7.51%,远远低于桃花溪流域,濑溪河流域排放到环境中的灰土、砖瓦陶瓷

的含量。梁滩河流域的农村已经处于半开发状态,属于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调查的金凤镇距重庆主城区

仅10多公里,是一个以生态农业和旅游开发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都市近郊小城镇,农家乐旅游业较为发达。

    
       a 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各组分含量          b 农村环境中垃圾各组分含量

图1 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农村环境中垃圾组分对比分析

Fig.1 Comparativeanalysisofhouseholdwastecomponentsbetweenproducedandreleased

  注:1代表动植物、竹木;2代表塑料;3代表金属;4代表砖瓦灰渣;5代表纸类;6代表纺织品;7代表玻璃;8代表其它物

质;a,b,c分别代表桃花溪流域、濑溪河流域、梁滩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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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调查范围内的3个流域农村大多数农户家中喂养有家禽、家畜,日常生活产生的动植物类垃圾

70%~80%都用于喂养家禽家畜,果皮类晾干用于燃烧,或处理后用作肥料,排放到环境中的垃圾有机物类组分

大大减少。农村垃圾中纺织品、塑料、金属的含量少且变化比较稳定。渝西地区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垃圾组分

则比较复杂,如梁滩河流域,由于主要以电、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垃圾组分中灰渣所占百分比低,生活垃圾组分则

比较接近城市垃圾组分,垃圾组分由过去的一些易腐烂的菜叶瓜皮变成了废塑料、废电池、废纸、玻璃、腐败植物

等的混合体。一些经济收入较低的渝西农村地区,如濑溪河流域,生活燃料主要以原煤、木材为主,因此垃圾组

分则相对比较简单,灰渣所占垃圾组分比重大。

2.3渝西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

除了针对垃圾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定量调查外,本次研究还开展了部分定性调查,结果表明渝西地区农村生

活垃圾污染现状具有以下特征:

1)垃圾产生量大,分布范围广。虽然渝西地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0.28kg·d-1,排放量仅为

0.18kg·d-1,但由于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缺乏处理,长久积存,垃圾堆积量大。生活垃圾分布于农村各个角落,河
边路旁、院落四周,在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垃圾堆、垃圾山随处可见,是农村面源污染重要污染源。

2)农村垃圾治理难度大、处理率低。渝西地区农村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民众接受教育程度低,环保宣传普遍

不足以及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使农民的环保意识普遍比较差。政府开展的垃圾治理工作得不到民众的积极配

合,如在一些地方开展的农村垃圾处理试点工作设置的垃圾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原因在于距离垃圾圈较远的

居民不愿将垃圾倒入垃圾圈,仍旧选择就近地点倾倒。另外,渝西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居住较为分散,基础

设施建设不太完善,这些都是限制农村垃圾处理的重要因素。

3渝西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建议

为解决渝西地区农村环境问题,针对当地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本文提出了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

的垃圾处理模式,并通过垃圾组分的分析,提出了末端处理的适宜模式。

3.1垃圾分散处理

垃圾的分散处理首先要通过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提高农村农户的垃圾消化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排放到环

境中的生活垃圾。农用沼气池处理是目前应用比较普遍的垃圾处理模式。在农村生活垃圾以植物茎叶为主,家
畜养殖较为集中的渝西地区,可以考虑几户或几十户的沼气联合共建,共享沼气和沼肥,可以有效解决畜禽规模

养殖粪便污染问题。在个别偏远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可以避开环境敏感区域,进行挖坑深埋,或充分利用当

地废弃的砖瓦窑进行垃圾填埋处理。

3.2垃圾集中处理

垃圾集中处理模式是指将分散的农村生活垃圾通过一定的收运方式集中起来处理。“户收集、村集中、镇运

输、县(区)处理”[5]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垃圾收运方式,垃圾进入处理场后末端选择性采用焚烧、填埋、堆肥等末端

处理方式处理。
表2 常见的垃圾处理方法对比

Tab.2 Comparisonanalysisofcommonmethodsforrefusedisposal

类型 国内应用现状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适宜地区

卫生填埋

国内目前最主要的垃圾处

理方式,此方法占 全 国 垃

圾处理量的79.3%

投资相对较低,处 理 费 用

低,运行相对安全

占地面积大,垃圾 渗 滤 液

处理困难,运行结 束 后 管

理时间长

经济基础薄弱、土地资源

利用较为宽松、垃圾组分

中无机物含量高的地区

焚烧

2000年以来,焚烧占垃圾

处理率的比重一 直 上 升,

2010年达到26.6%

占地相对较小,基 本 实 现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投资高,焚烧产生 二 噁 英

等有毒物质治理 困 难,民
众存在抵触心理

经济基础雄厚、人口分布

集中、土地资源紧张、垃
圾组分中有机物含量高

的区域

堆肥
停滞不前,只占垃 圾 处 理

量的18.1%
实现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产品成分不稳定、重 金 属

含量容易超标

大型养殖基地、旅游、餐
饮业发达的农村地区

  垃圾末端处理方式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农村垃圾的组分,并结合各类处理方法的优缺点[6-7](表2)。如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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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较近的梁滩河流域农村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高,无机物含量低,是比较适合焚烧处理的区域。相反,由
于施行清洁能源政策,一些地区排放到环境中的农村垃圾有机物成分很低,如濑溪河流域,不太适合进行垃圾焚

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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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StudyonPresentPollutionSituationofRuralDomesticWastesand
DisposalCountermeasures:TakingtheWestofChongqingasanExample

ZHOUShangbo1,2,YUANXingzhong1,2,LIUHong1,2,ZHANGYuewei1,2

(1.CollegeofResour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

2.KeyLaboratoryofSouthwestResourceExploitationandEnvironmental
DisasterControllingEngineeringofMinistryofEducation,Chongqing400030,China)

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currentsituationofruraldomesticwastesinthewestofChongqing,wecarriedoutafieldinvestiga-
tioninPeachBlossomBrookBasin,LaiRiverBasinandLiangtanRiverBasininthewestofChongqingbetween2010and2012.Re-
sultsshowedthattheproductionrateofruraldomesticwasteswasaveragedat0.29kgperpersonperday,and64.55%ofthetotal
productionwasdischargedintotheenvironment.Thecomponentoforganicmatteraccountedfor54.24%.Ruraldomesticwastes
aremainlycomposedofanimalsandplantsdebris,bambooandwoodproducts,bricksdebris,plastics,wastepapers,textiles,glas-
sesandmetalsetc.Withtheanalysisonthepresentsituationofruraldomesticwastes,thispaperputsforwardagarbagedisposal
methodthatisacombinationofdistributionandcentralizationprocess.Atpresent,householdcentralizedcollection,villageand
towntransportationandcounty(district)processingisaveryeffectivewayofwastescollectionsystem.Meanwhile,theselectionof
thegarbagedisposalmethodshouldgivefullconsiderationtothecomponentofdomestic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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