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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四川宜宾烟区地膜残留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对不同覆膜期和覆盖不同地膜类型的地膜残留情况进行调
查。 [结果]宜宾烟区烤烟地平均地膜残留量为 6. 878

 

kg / hm2,地膜残留量较大,造成了一定的“白色污染”,给烟区农业环境安全带来了
一定的不利影响。 [结论]该研究结果为宜宾烟区地膜厚度选择及地膜残留的防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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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was
 

to
 

analyze
 

membrane
 

residu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Yibin
 

tobacco
 

area
 

in
 

Sichuan.
 

[Method]
 

The
 

resi-
dues

 

of
 

membrane
 

of
 

Yibin
 

tobacco
 

area
 

in
 

Sichuan
 

was
 

investigated
 

under
 

different
 

film-mulching
 

stag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embrane.
 

[Result]
 

The
 

average
 

residue
 

of
 

membrane
 

of
 

Yibin
 

tobacco
 

area
 

in
 

Sichuan
 

was
 

6. 878
 

kg / hm2,which
 

caused
 

certain‘white
 

pollution’ and
 

brought
 

certain
 

adverse
 

effects
 

on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safety
 

in
 

tobacco
 

area.
 

[Conclusion]
 

The
 

result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
tion

 

of
 

geomembrane
 

thickness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geomembrane
 

resid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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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地膜是烤烟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具有增温、保湿、
抗虫、防病、抑制杂草生长等作用,有利于烤烟生长发育、提
高烤烟产质量,从而提高烤烟种植效益[1] 。 目前,我国地膜

覆盖面积已经达到 1
 

350 万 hm2 [2] ,覆盖了新疆、山东、山西、
四川、云南、内蒙古、黑龙江、陕西、甘肃等省区[3-5] ,涵盖了蔬

菜、水果、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花草、树苗等作物[6] ,就宜宾

烟区而言,种植烤烟大部分使用的地膜为 0. 006
 

mm 的农用

白色地膜和 0. 012
 

mm 的农用黑白相间地膜,地膜常年使用

量在 300
 

t 左右,烟田地膜覆盖面积在 3
 

000
 

hm2 以上。 随着

地膜常年的使用,地膜残留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

出,大量残留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不但严重影响烟区农业

生产,而且对烟区农业环境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7-8] 。
笔者对四川宜宾烟区不同覆膜期和覆盖不同地膜类型的地

膜残留情况进行了调查,以期为宜宾烟区地膜厚度选择及地

膜残留的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为宜宾市烤烟主产烟区兴文县,
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川、滇、黔三省结合部,海拔在

275. 6~1
 

795. 1
 

m,耕地面积 21
 

501
 

hm2,以山地为主,属于亚

热带湿润型气候,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历年年平均降水量为 1

 

234. 7
 

mm,历年平均气温为 17. 4
 

℃ ,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

 

010. 3
 

h,常年种植烤烟面积为

1
 

350
 

hm2,其中地膜覆盖面积在 1
 

050
 

hm2 以上,地膜使用量

在 80
 

t 左右。
1. 2　 方法　 2017 年烤烟收获后测定残留量。
1. 2. 1　 测定地块的选择。 结合兴文县地膜使用的实际情

况,以未覆膜的玉米地作为对照,选择田烟和地烟进行调查,
田烟选择在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对阶段性覆膜的白膜和黑白

膜烟地进行调查;地烟选择在兴文县石海镇,对阶段性覆膜

和全生育期覆膜的白膜及黑白膜烟地进行调查,并对石海镇

全生育期覆盖白膜的高粱地进行土壤地膜残留调查,调查地

块选择具体情况见表 1。 每块地块面积在 500
 

m2 以上。

表 1　 调查地块选择情况

Table
 

1　 The
 

selection
 

of
 

survey
 

land
 

地块
Field

覆膜时期
Mulching

 

stage
地膜类型

Membrane
 

type
地点
Site

田烟 阶段性覆膜 白膜 大坝沙坝

Paddy
 

field
 

smoke 黑白膜 大坝沙坝

地烟 全生育期覆膜 白膜 石海顺河

Dryland
 

smoke 黑白膜 石海顺河

阶段性覆膜 白膜 石海顺河

黑白膜 石海顺河

高粱 Sorghum 全生育期覆膜 白膜 石海顺河

玉米(对照)Maize
 

(CK) 未覆膜 大坝沙坝

1. 2. 2　 残留量测定方法。 每个调查地块按棋盘取样法选择

5 个规格为 1
 

m2 的样方,在 0~30
 

cm 的土层采集测定地膜残

留量。 划定好采样样方后,一边挖土一边清捡残留地膜,翻
挖时保证土块直径小于 2

 

cm,翻土 3 次,保证残留地膜清理

完全。 对收集到的残留地膜,首先去除附着在残膜上的杂

物,然后带回实验室用自来水清洗 5 次,再用超声波清洗仪

洗涤 15
 

min,洗净后用吸水纸吸干残膜上的水分,并小心展

开卷曲的残膜,防止残膜破裂,放在干燥处自然阴干,最后利

用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进行称重。
1. 2. 3　 测定田块田间调查。 调查烟田烟农信息、详细地址、
地块面积、土壤质地、覆膜年限、覆膜方式、覆膜比例、覆膜时

间、地膜回收方式等信息。

　 　 　安徽农业科学,J. Anhui
 

Agric. Sci.
 

2018,46(19):70-71,99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植模式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不同的

作物类型对地膜残留量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看,地膜残留量

高粱地(0. 705
 

4
 

g / m2 ) >烤烟地(0. 687
 

8
 

g / m2 ) >玉米地

(0. 008
 

3
 

g / m2),其中,单从全生育期白膜来看,地烟地地膜

残留量最多,较高粱地地膜残留量多 0. 563
 

5
 

g / m2,是高粱地

地膜残留量的 1. 8 倍;较玉米地地膜残留量多 1. 260
 

6
 

g / m2,
是玉米地地膜残留量的 152. 9 倍。

表 2　 不同种植区地膜残留量情况

Table
 

2　 The
 

residual
 

amount
 

of
 

membrane
 

in
 

different
 

planting
 

areas g / m2

地块编号
Plot

 

No.

田烟 Paddy
 

field
 

smoke

阶段性覆膜
Covering

 

membrane
 

at
 

some
 

stage

白膜
White

 

membrane

黑白膜
Black

 

and
 

white
 

membrane

地烟 Dryland
 

smoke

全生育期覆膜
Covering

 

membrane
 

at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白膜
White

 

membrane

黑白膜
Black

 

and
 

white
 

membrane

阶段性覆膜
Covering

 

membrane
 

at
 

some
 

stage

白膜
White

 

membrane

黑白膜
Black

 

and
 

white
 

membrane

高粱 Sorghum

全生育期覆膜
Covering

 

membrane
at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白膜
White

 

membrane

黑白膜
Black

 

and
 

white
 

membrane

玉米(对照)
Maize(CK)

未覆膜
Uncovering

 

membrane

1 0. 352
 

1 0. 232
 

9 1. 228
 

6 0. 985
 

7 0. 345
 

8 0. 906
 

4 0. 485
 

7 0. 035
 

8
2 0. 426

 

8 0. 947
 

5 1. 686
 

7 1. 233
 

1 0. 627
 

4 0 0. 962
 

2 0
3 0. 689

 

7 0. 579
 

3 0. 877
 

0 0. 912
 

8 0. 256
 

4 0. 651
 

3 0. 480
 

7 0
4 0. 528

 

3 0. 535
 

5 1. 998
 

8 0. 698
 

2 0. 532
 

5 0. 134
 

7 0. 974
 

2 0. 005
 

9
5 0. 254

 

9 1. 545
 

5 0. 553
 

5 0. 324
 

8 0. 587
 

9 0 0. 624
 

3 0
平均 Average 0. 450

 

4 0. 768
 

1 1. 268
 

9 0. 830
 

9 0. 470
 

0 0. 338
 

5 0. 705
 

4 0. 008
 

3

2. 2　 不同种植烟地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不
同种植烟地对地膜残留量有显著影响。 阶段性覆盖白膜的

地烟和田烟地膜残留量基本一致。 阶段性覆盖黑白膜的田

烟地膜残留量较地烟多 0. 429
 

6
 

g / m2,是地烟地膜残留量的

2. 3 倍。
2. 3　 不同覆膜时期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不
同覆膜时期对地膜残留量有显著影响。 全生育期覆盖白膜

和黑白膜地膜残留量均高于阶段性覆盖白膜和黑白膜地膜,
全生育期覆盖白膜较阶段性覆盖白膜地膜残留量多

0. 798
 

9
 

g / m2,是阶段性覆盖白膜地膜残留量的 2. 7 倍;全生

育期覆盖黑白膜较阶段性覆盖黑白膜地膜残留量多

0. 492
 

4
 

g / m2,是阶段性覆盖黑白膜地膜残留量的 2. 5 倍。

2. 4　 不同地膜类型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地
烟覆盖白膜地膜残留量要高于覆盖黑白膜地膜,田烟覆盖黑

白膜地膜残留量要高于覆盖白膜地膜。 田烟黑白膜较白膜

地膜残留量多 0. 317
 

7
 

g / m2,是覆盖白膜地膜残留量的

1. 7 倍。 地烟全生育期覆盖白膜较黑白膜地膜残留量多

0. 438
 

0
 

g / m2,是覆盖黑白膜地膜残留量的 1. 5 倍;地烟阶段

性覆盖白膜较黑白膜地膜残留量多 0. 131
 

5
 

g / m2,是覆盖黑

白膜地膜残留量的 1. 4 倍。
2. 5　 不同覆膜时期对地膜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全生育期

的白膜同覆盖初期呈现出粗糙状,黑白地膜同覆盖初期状态

基本一致。

图 1　 全生育期不同地膜类型外观

Fig. 1　 The
 

appear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geomembrane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3　 结论与讨论

从不同作物类型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来看,高粱地地膜

残留量最多,这是因为高粱地种植密度较大,垄宽较烤烟地

窄,同一面积覆盖的地膜量要多于烤烟地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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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的比例大于 12%,油酸的比例小于 40%,这时油酸 ∶硬
脂酸的比例降至4以下,对种蛋孵化率有不利影响。 当饲粮

中含有棉籽和木棉籽粕时也会产生孵化率降低的问题,原因

是这些饼粕中含有环丙烯型脂肪酸,抑制鸡肝脏中 Δ9 去饱

和酶的活性[8] 。 目前的研究认为,CLA 对种蛋孵化率的影响

是由种蛋中的脂肪酸组成发生改变而引起的,CLA 种蛋中的

饱和脂肪酸含量增加,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1-2,4] 。 该研

究结果表明,CLA 饲粮组的饱和脂肪酸 C14 ∶0、C16 ∶0、C18 ∶0、
C20 ∶0、C22 ∶0、C24 ∶0含量显著大于对照组,单不饱和脂肪酸

C14 ∶1、C16 ∶1、C18 ∶1、C20 ∶1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 05),
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同。

孙从佼等[9]报道,蛋壳质量对孵化率有一定的影响,蛋
壳厚度太薄,则孵化期间水分散失过多,会导致孵化率降低;
但是对于蛋壳厚度和蛋壳强度太大的种蛋,可能因为蛋壳致

密性太强,阻碍了孵化期间种蛋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反而降

低孵化率。 该研究中,各组的蛋壳质量差异不显著,说明孵

化率的差异与种蛋蛋壳质量无关,也说明大豆油和 CLA 油对

蛋品质无影响。
种蛋孵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对种蛋孵化率也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丙二醛(MDA)是蛋黄脂肪氧化的产物,对胚

胎具有毒害作用。 种蛋的总抗氧化能力越强,在孵化过程中

产生的丙二醛(MDA)越少,种蛋孵化率越高[10] 。 该研究中

各组种蛋的抗氧化能力有显著差异,1 组和 4 组总抗氧化能

力显著高于其他组,尤其高于 2 组,相应,种蛋中的过氧化产

物丙二醛(MDA)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各组,尤其高于 2 组,种
蛋孵化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组,远远高于 2 组。 该研究的结果

表明,种蛋中的 CLA 极易氧化,产生丙二醛(MDA),使种蛋

孵化率降低,随着大豆油的添加,种蛋中脂肪酸的构成发生

变化,抗氧化能力增加,孵化过程中丙二醛(MDA)含量减少,

也是种蛋孵化能力提高的因素之一。
4　 结论

(1)影响种蛋孵化能力的因素很多,除环境因素外,种蛋

的某些成分含量也是重要因素,该研究测定了种蛋的脂肪酸

构成、种蛋的蛋品质和种蛋中的抗氧化能力指标,其中确定

了脂肪酸构成和种蛋的抗氧化能力是导致孵化率改变

的因素。
(2)肉种鸡饲粮中添加 0. 5%CLA(CAL-80)油,同时添

加 4% ~5%的大豆油能使 CLA 种蛋的孵化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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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1 页)
　 　 从不同种植烟地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来看,地烟地膜残

留量低于田烟地膜,这是因为地烟土壤保水能力弱,土壤相

对地烟要疏松,人工回收地膜时回收量要高于田烟回收量。
从不同覆膜时期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来看,全生育期地

膜残留量高于阶段性覆膜地膜,这是因为全生育期经过了长

期的农事管理,对地膜破坏大,难以整块回收,加大了地膜回

收难度,同时,全生育期地膜经过夏季的高温暴晒,地膜质地

发生了变化,也加大了地膜的回收难度。
从不同地膜类型对地膜残留量的影响来看,覆盖黑白地

膜地膜残留量高于覆盖白色地膜,这是因为黑白地膜厚度为

0. 012
 

mm,要高于白色地膜厚度 0. 006
 

mm,厚的地膜在人工

回收时容易进行回收,减少了地膜的残留,同时,在高温、大
风及暴雨等恶劣自然条件下,厚的地膜保持原有状态的能力

要高于薄的地膜,也减少了地膜的残留。

综 上 所 述, 宜 宾 烟 区 烤 烟 地 平 均 地 膜 残 留 量 为

6. 878
 

kg / hm2,地膜残留量较大,造成了一定的“白色污染”,
给烟区农业环境安全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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