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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污染就是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比如一次性泡沫快餐具还有我们

常用的塑料袋等.它对环境污染很严重,埋在土壤中很难分解,会导致土壤能力下

降,如果焚烧会导致大气污染,所以现在提倡不用或少用此物,购买东西时最好自

备工具,减少它的利用。 

  一、“白色污染”的现状及其危害 

  塑料制品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具有质轻、防水、耐用、生产技术成熟、成本

低的优点，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且呈逐年增长趋势。塑料包装材料在世界市场中

的增长率高于其它包装材料，1990-1995 年塑料包装材料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9%。 

  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 1995 年，我国塑料产量为

519 万吨，进日塑料近 600 万吨，当年全国塑料消费总量约 1100 万吨，其中包

装用塑料达 211 万吨。包装用塑料的大部分以废旧薄膜、塑料袋和泡沫塑料餐具

的形式，被丢弃在环境中。这些废旧塑料包装物散落在市区、风景旅游区、水体、

道路两侧，不仅影响景观，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因其难以降解对生态环境造

成潜在危害。 

  据调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的 3%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 14 万吨;

上海市生活垃圾的 7%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 19 万吨。天津市每年废

旧塑料包装物也超过 10 万吨。北京市每年废弃在环境中的塑料袋约 23 亿个，一

次性塑料餐具约 2.2 亿个，废农膜约 675 万平方米。人们对此戏称为“城郊一片

白茫茫”。 

  “白色污染”，的主要危害在于“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  



  1、“视觉污染”。在城市、旅游区、水体和道路旁散落的废旧塑料包装物

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影响城市、风景点的整体美感，破坏市容、景观，

由此造成”视觉污染“。 

  2、“潜在危害”。废旧塑料包装物进入环境后，由于其很难降解，造成长

期的、深层次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废旧塑料包装物混在土壤中，影响农作物

吸收养分和水分，将导致农作物减产;第二，抛弃在陆地或水体中的废旧塑料包

装物，被动物当作食物吞入，导致动物死亡(在动物园、牧区和海洋中，此类情

况已屡见不鲜);第三，混入生活垃圾中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很难处理：填埋处理将

会长期占用土地，混有塑料的生活垃圾不适用于堆肥处理，分拣出来的废塑料也

因无法保证质量而很难回收利用。 

  目前，人们反映强烈的主要是“视觉污染”问题，而对于废旧塑料包装物长

期的、深层次的“潜在危害”，大多数人还缺乏认识。  

  二、国内外防治“白色污染”的一般做法 

  1、国外防治”白色污染“的有关情况 

  早在 1985年，美国入均消费塑料包装物就已达 23.4公斤，日本为 20.1公

斤，欧洲为 15公斤。进入九十年代，发达国家人均消费塑料包装物的数量更多(我

国 1995 年人均消费塑料包装物和其它塑料制品为 13.12 公斤)。从消费量来看，

似乎发达国家的“白色污染”应该很严重，实则不然。究其原因，一是发达国家

很早就严抓市容管理，很少有人随手乱扔废旧塑料包装物，基本消除了“视觉污

染”。二是发达国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较高。以美国为例， 80 年代以前，

处置废塑料主要方式是填埋，后来发现塑料长期不降解，九十年代以后，他们转

而走回收利用的路子。 

  现在已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分类回收系统，大部分废旧塑料包装物被回收利

用，少部分转化为能源或以其它方式无害化处置，也基本消除了废旧塑料包装物

的潜在危害。 



  美国制定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对固体废物管理、资源回收、资源保护

等方面的技术研究、系统建设及运行、发展规划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加利福

尼亚、缅因、纽约等 10 个州先后出台了包装用品的回收押金制度。日本在《再

生资源法》、《节能与再生资源支援法》、《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等法律中列

专门条款，以促进制造商简化包装，并明确制造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各自的回收

利用义务。德国在《循环经济法》中明确规定，谁制造、销售、消费包装物品，

谁就有避免产生、回收利用和处置废物的义务。德国的《包装条例》将回收、利

用、处置废旧包装材料的义务与生产、销售、消费该商品的权利挂钩，把回收、

利用、处置的义务分解落实到商品及其包装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细微环

节，因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2、我国防治”白色污染“的方法及其利弊分析  

  目前我国开始从行政和技术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防治“白色污染”。  

  在行政方面，一是加强管理。例如，社会上较为关注的铁路两侧的”白色污

染“问题，通过加强管逗已取得显著改观。铁路部门从 1994 年下半年开始，在

沿线分区划段包干。部分旅客列车采用袋装垃圾，禁止旅客向窗外抛弃废物。乘

务员也不象以前那样，将车箱垃圾直接扫出窗外，而是将垃圾袋卸在车站，由车

站集中处理。目前，采用袋装垃圾的列车越来越多，随意向车外扔垃圾的现象越

来越少。已有 2.9 万公里的线路两侧基本消除了“白色污染”。实践证明，加强

管理是防治“白色污染”的有效手段。 

  第二，禁止使用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杭州是我国最早禁止使用一次

性泡沫快餐具的城市。杭州市于 1995 年 9月 15 日由市容环卫局、工商局、卫生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使用泡沫塑制快餐盒的通告》，将此通告在《杭州日报》

上连续刊登三天。管理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一些个体流动商贩仍在出售泡沫

塑料餐具。最近，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条例》第 35 条规定：禁止销售、使用泡沫塑料制作的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

违者可处 500～5000 元罚款。该《条例》将于 1997 年 9月 15 日起实施。武汉、



哈尔滨、福州、广州、厦门、宁波、汕头等城市也颁布了有关政策、法规，禁止

本地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餐具，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白色污染”的危害。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单靠禁止是很难彻底解决“白

色污染”问题的，上述颁布禁令的城市都要求用纸制品或可降解塑料制品代替原

来的难降解的泡沫塑料制品。但是替代品在价格和品质上均无法与普通塑料制品

竞争。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行政命令，不考虑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 

  第三，强制回收利用。清洁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可以重复使用，或重新用于造

粒、炼油、制漆、作建筑材料等。回收利用符合固体废物处理的“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通用原则。回收利用不仅可以避免“视觉污染”，而且可以解决

“潜在危害”，缓解资源压力，减轻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负荷，节约土地，并可取

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好办法。但回收利用应该在废旧塑料包

装物进入垃圾之前。从垃圾场里重新分拣废旧塑料包装物，不仅费时费力，而且

废塑料的利用价值也很低。因分拣出来的废塑料制品太脏，也难以按材质分类，

质量无法保障。北京市环保局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回收利用为

主，替代为辅，区别对待，综合防治”的技术路线。 1997 年 6月 1 日，北京市

环保局与市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对废弃的一次性塑制餐盒必须回收利用的通

告》，要求在北京市生产、经销一次性塑质餐具(包括托盘、碗、杯等)的单位或

个人必须负责回收利用废弃餐具，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回收利用。《通知》还规

定 1998 年的回收率必须达到 30%，1999 年达到 50%，达到 60%。《通告》发布后，

生产、经销单位和个人立即到当地环保部门申报登记，提出自己的回收利用计划

和具体保证措施。这是北京市解决“白色污染”的一个突破口。在取得实效后，

将逐步增加强制回收利用的废塑料制品的种类和比例，最终消除“白色污染”。

天津市环保局完成了《天津市防治“白色污染”工程可行性调研报告》，提出了

一整套防治方案，确定通过回收再利用达到节约资源、消除污染的目的。目前正

在制定“回收利用计划书”、“试点工作运行图”、“试点工作进度大纲”，并

在筹备成立“天津市‘白色污染’防治产业协会”。  



  在技术方面，一是采取以纸代塑。纸的主要成份是天然植物纤维素，废弃后

容易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因此可以解决前面所说的“潜在危害”，但也会带

来新的环境问题：首先造纸需要大量的木材，而我国的森林资源并不富裕 ;其次

造纸过程中会带来水污染。另外，在性能、成本等方面，纸制品尚不能与塑料制

品抗衡。目前，我国也有以甘蔗杆、稻草为原料生产一次性餐具的做法，但尚处

于试验阶段。 

  二是采用可降解塑料。在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剂

(如淀粉、改性淀粉或其它纤维素、光敏剂、生物降解剂等)，使塑料包装物的稳

定性下降，较容易在自然环境中降解。目前，北京地区已有 19 家研制或生产可

降解塑料的单位。试验表明，大多数可降解塑料在一般环境中暴露 3 个月后开始

变薄、失重、强度下降，逐渐裂成碎片。如果这些碎片被埋在垃圾或土壤里，则

降解效果不明显。使用可降解塑料有四个不足：一是多消耗粮食 ;二是使用可降

解塑料制品仍不能完全消除“视觉污染”;三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使用可降

解塑料制品不能彻底解决对环境的“潜在危害” ;四是可降解塑料由于含有特殊

的添加剂而难以回收利用。 

  三、我国在治“白色污染”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防治“白色污染”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没有全国性的专门法规 

  防治“白色污染”不能光靠企业或个人的自觉性，应有强制性措施，约束公

民和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如，要求企业或个人对自己生产、经

营、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进行回收利用 ;对随意抛弃、堆放废旧塑

料包装物的行为进行处罚等。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全国性法规。 

  2、缺少相关的经济政策 

  要调动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回收、加工、利用企业的积极性，需要给予这些企

业以优惠政策。现有的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尚不足以使废旧塑料包装物回收利用行



业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为了不增加政府负担，同时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应要求产生废物者自行回收利用，不能自行回收利用的企业或个人要交纳回收处

理费，用于对回收利用者的补偿。这种做法在国外已较为普遍，我国，目前还没

有这类经济政策。 

  3、管理工作跟不上 

  城市、风景旅游区、交通干线、水域的“白色污染”主要是管理不力造成的。

餐饮、商业、铁路、水运部门对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没有采取严格

的管理措施，听任顾客直接扔在地上或水中，甚至一些工作人员对已收集起来的

废物又抛弃到车窗外或水中。城市街道和旅游区的配套设施还不健全，商场、饭

店、公园等繁华地段的垃圾箱密度太低，还没有设置分类垃圾箱。市容环卫部门

虽有规定禁止乱扔废物，但执法、检查的人员少，有法不依、有禁不止的现象较

为普遍。 

  4，管理思想不统一。 

  我国相当多的地区对“白色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防治“白色污染”问

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主张以纸代塑或使用可降解塑料来解决“白色污

染”，有的地区则主张靠回收利用来解决问题，管理思想还不统一。  

  5、人们的环境意识还靠进一步提高  

  城市居民的环保观念虽比前几年有所提高，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还没有落

实到自身的行动上，随手抛弃废物，乱倒、乱堆废旧塑料包装物的行为随处可见。

新闻媒介对“白色污染”的报导大多集中在以纸代塑和采用可降解塑料等技术方

面，缺少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引导教育。塑料包装物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者没

有责任感，既没有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也没有回收、利用、处置废旧塑料包装

物的外部压力。 

  四、防治“白色污染”的对策建议 



  总结国内外防治“白色污染”的实践经验，结合目前“白色污染”现状及其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防治“白色污染”应遵循“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

强化管理为核心，以回收利用为主要手段，以替代产品为补充措施”的原则。  

  防治“白色污染”，首先要解决“视觉污染”问题，使市容、景观有明显改

善。这主要是靠宣传教育，引导市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要依法强化管理，

促使企业和个入对自己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妥善收集、处理。防治“白色污染”，

更重要的是解决废旧塑料包装物对生态环境长期的、深层次的危害。这主要是通

过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回收利用的法规和经济政策，对废旧塑料包装物实施全面回

收利用;防治“白色污染”，还应加强研究开发符合实际的替代(绿色)包装用品。

现就加速我国防治“白色污染”的进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防治“白色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行

业的共同努力，需要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

人们对“白色污染”危害的认识，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教育人们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愤。在自身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同时，积极制止身边的不良行为。  

  2、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管理。按照“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强化管理为核

心，以回收利用为主要手段，以替代产品为补充措施”的防治原则，一是加强对

“白色污染”危害性的宣传，引导和教育市民自觉防治“白色污染” ;二是对大

量产生废旧塑料包装物的行业(如铁路、水运、民航、旅游、饭店、餐饮、零售

等)，要通过强化管理，改变无人负责、无序堆放、随意抛弃的现象;三是采取强

制措施，从回收集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如一次性泡沫餐盒)入手，逐步提高

废旧塑料包装物回收利用率 ;四是加强替代包装产品的开发、研究，努力减少废

旧塑料包装物的产生量等。 

  3，尽快制定颁布国家防治“白色污染”的有关法规，明确生产者、销售者

和消费者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包装物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对塑料包装物的生产、

经营、消费等各个环节，分别制定具体的控制措施和引导政策，控制不易回收利

用的废旧塑料包装物的产生量，鼓励提高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回收利用率。  



  4、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白色污染”的良性

运作机制。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和促进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防治“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关于白色污染的调查报告 2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并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美丽的环境，关于白色污

染的调查报告。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生活垃圾

的产量正在逐步增加，我们的这个家园正在被垃圾所包围。 

  一：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1995年，我国塑料产量为

519万吨，进日塑料近 600万吨，当年全国塑料消费总量约1100万吨，其中包

装用塑料达 211万吨。包装用塑料的大部分以废旧薄膜、塑料袋和泡沫塑料餐具

的形式，被丢弃在环境中。这些废旧塑料包装物散落在市区、风景旅游区、水体、

道路两侧，不仅影响景观，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因其难以降解对生态环境造成潜

在危害。 

  据调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的3%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14万吨;

上海市生活垃圾的7%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 19 万吨。天津市每年废

旧塑料包装物也超过 10 万吨。北京市每年废弃在环境中的塑料袋约 23 亿个，一

次性塑料餐具约 2.2 亿个，废农膜约 675 万平方米。人们对此戏称为城郊一片白

茫茫。 

  二、主要原因： 

  1、没有全国性的专门法规 

  防治白色污染不能光靠企业或个人的自觉性，应有强制性措施，约束公民和

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如，要求企业或个人对自己生产、经营、



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进行回收利用;对随意抛弃、堆放废旧塑料包

装物的行为进行处罚等。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全国性法规。 

  2、缺少相关的经济政策 

  要调动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回收、加工、利用企业的积极性，需要给予这些企

业以优惠政策。现有的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尚不足以使废旧塑料包装物回收利用行

业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为了不增加政府负担，同时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应

要求产生废物者自行回收利用，不能自行回收利用的企业或个人要交纳回收处理

费，用于对回收利用者的补偿。这种做法在国外已较为普遍，我国，目前还没有

这类经济政策。 

  3、管理工作跟不上 

  城市、风景旅游区、交通干线、水域的白色污染主要是管理不力造成的。餐

饮、商业、铁路、水运部门对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没有采取严格的

管理措施，听任顾客直接扔在地上或水中，甚至一些工作人员对已收集起来的废

物又抛弃到车窗外或水中。城市街道和旅游区的配套设施还不健全，商场、饭店、

公园等繁华地段的垃圾箱密度太低，还没有设置分类垃圾箱。市容环卫部门虽有

规定禁止乱扔废物，但执法、检查的人员少，有法不依、有禁不止的现象较为普

遍。 

  4，管理思想不统一 

  我国相当多的地区对白色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防治白色污染问题还未提

上议事日程，调查报告《关于白色污染的调查报告》。有的地方主张以纸代塑或

使用可降解塑料来解决白色污染，有的地区则主张靠回收利用来解决问题，管理

思想还不统一。 

  5、人们的环境意识还靠进一步提高  



  城市居民的环保观念虽比前几年有所提高，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还没有落

实到自身的行动上，随手抛弃废物，乱倒、乱堆废旧塑料包装物的行为随处可见。

新闻媒介对白色污染的报导大多集中在以纸代塑和采用可降解塑料等技术方面，

缺少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引导教育。塑料包装物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者没有责

任感，既没有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也没有回收、利用、处置废旧塑料包装物的

外部压力。第一、占地过多。堆放在城市郊区的垃圾，侵占了大量农田。垃圾在

自然界停留的时间也很长：烟头、羊毛织物 1 橘子皮 2 年;易拉罐 80100 年;塑料

100200 年;玻璃 1000 年。 

  第二、危害 

  1、污染空气。垃圾是一种成份复杂的混合物。在运输和露天堆放过程中，

有机物分解产生恶臭，并向大气释放出大量的氨、硫化物等污染物，其中含有机

挥发气体达 100 多种，这些释放物中含有许多致癌、致畸物。塑料膜、纸屑和粉

尘则随风飞扬形成白色污染。 

  2、污染水体。垃圾中的有害成份易经雨水冲入地面水体，在垃圾堆放或填

坑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酸性和碱性有机污染物，同时将垃圾中的重金属溶解出

来。垃圾直接弃入河流、湖泊或海洋，则会引起更严重的污染。你看：秦淮河水

面上漂着的塑料瓶和饭盒，树枝上挂着的塑料袋、面包纸等，不仅造成环境污染。

而且如果动物误食了白色垃圾不仅会伤及健康，甚至会死亡。 

  3、火灾隐患。垃圾中含有大量可燃物，在天然堆放过程中会产生甲烷等可

燃气，遇明火或自燃易引起火灾、垃圾爆炸事故不断发生，造成重大损失。 

  4、有害生物的巢__。垃圾不但含有病原微生物，而且能为老鼠、鸟类及蚊

蝇提供食物、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 

  三、措施 

  1、加强宣传教育。防治白色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

共同努力，需要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人们



对白色污染危害的认识，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教育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愤。

在自身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同时，积极制止身边的不良行为。 

  2、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管理。按照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强化管理为核心，

以回收利用为主要手段，以替代产品为补充措施的防治原则，一是加强对白色污

染危害性的宣传，引导和教育市民自觉防治白色污染二是对大量产生废旧塑料包

装物的行业(如铁路、水运、民航、旅游、饭店、餐饮、零售等)，要通过强化管

理，改变无人负责、无序堆放、随意抛弃的现象 ;三是采取强制措施，从回收集

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如一次性泡沫餐盒)入手，逐步提高废旧塑料包装物回

收利用率;四是加强替代包装产品的开发、研究，努力减少废旧塑料包装物的产

生量等。 

  3，尽快制定颁布国家防治白色污染的有关法规，明确生产者、销售者和消

费者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包装物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对塑料包装物的生产、经营、

消费等各个环节，分别制定具体的控制措施和引导政策，控制不易回收利用的废

旧塑料包装物的产生量，鼓励提高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回收利用率。  

  4、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白色污染的良性运作

机制。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和促进废旧塑料包装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防治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并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美丽的环境。我们应该爱护我们的

家园，让这个地球变的更加美好。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能让地球容

光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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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白色污染”，是人们对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

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类生活塑料制品使用后被



弃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造成城市环境严重

污染的现象。白色污染主要是由于一些塑料制品、橡胶、涂料、纤维、黏合剂等。 

  一、调查的白色污染________ 

  我校的白色塑料污染________有：方便面袋，手提袋，饮料瓶，食品包装袋，

果糖皮，面包包装袋，果冻塑料盒，香肠皮，饭盒，苹果袋，优乐美小桶，塑料

桶，一次性针管，奶袋，塑料碗，被损坏的塑料脸盆，塑料碗，暖壶皮，矿泉水

瓶。每次吃饭时就有不少同学用塑料袋装饭菜，他们不知道这种行为不仅危害环

境，也危害自己的身体，塑料焚烧时，不但产生大量黑烟而且起风时候，塑料袋

到处飘扬，严重影响校园的美观。 

  二、白色污染的防治 

  1、停止使用一次性餐具及超薄塑料袋。，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从节约

资源角度，不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是一件好事。任何一次性餐具不仅不利于环保，

也是对资源的最大的浪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拒绝使用超薄塑料袋买菜或盛

装食物，买菜可用菜篮子或较厚塑料袋，避免使用上的一次性，坚持少用和重复

使用，从而减少塑料袋对环境的污染。 

  2、回收废塑料并使之资源化是解决白色污染的根本途径。其实，塑料和其

它材料比，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塑料可以很方便地反复回收使用。废塑料回收后，

进行分类、清洗后再通过加热熔融，即可重新成为制品。从组成看，聚乙烯、聚

丙烯、聚苯乙烯均由碳氢元素组成，而汽油、柴油等燃料也是由碳氢元素组成，

只不过分子量较小。因此，把这几类塑料隔绝空气加热至高温，使之裂解，把裂

解产物进行分馏，可制得汽油与柴油。 

  近年来，一些国家大力开展 3R 运动：即要求做到废塑料的减量化(Reduce)、

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目前，在德、日、美等国家，由于重视对包

装材料的回收处理，已经实现了塑料的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良性循环，

从根本上消除了白色污染。 



  3、研究开发降解塑料。降解塑料具有与普通塑料同样的使用功能，但在完

成其使用功能而被废弃后，其化学结构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发生变化，使高分子分

解成分子量较小的分子，最后，被自然环境所同化。降解塑料有三类：光降解塑

料、生物降解塑料及双降解塑料。但是现在许多降解塑料并非 100%降解，只是

把塑料变为塑料碎片，据报道，我国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已研制成

功 100%降解的塑料。 

  它是将淀粉和不可降解的塑料通过特殊设备粉碎成纳米级后进行物理结合，

再将两者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用这种新技术生产的农用地膜，经过四至五年

的大田试验，结果显示，在 70 天至 90 天内，淀粉完全降解为 H2O、CO2，塑料

变为对土壤和空气无害的细小颗粒，并在 17 个月内同样完全降解为 H2O、CO2。

现在这种塑料已投入批量生产。 

  目前在世界上降解塑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大规模使用。开发使用降解塑料也只

能作为解决白色污染的辅助措施。 

  4、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

是解决白色污染及其它各种形式污染的前提。例如，要回收废塑料，就要实行垃

圾回收分装制度，把不同类的垃圾放在不同的垃圾桶内，这就需要我们有高度自

觉的环保意识。 

  让我们人人树立以爱护环境为荣，破坏环境为耻的思想，以实际行动来消除

校园里的白色污染及其它污染，把翼城二中建设为绿色校园，文明校园。 

  三、关于对我校白色污染防治的建议 

  (1)学校应教育同学们增强环保意识，多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 

  (2)同学们不要随意扔垃圾，对随地扔废弃物的人讲讲环保的重要性，并进

行批评教育。 



  (3)学校应统一将垃圾分类、回收，集中处理，可以减少污染，还可以增加

一笔收入。 

  (4)增设垃圾箱，放在白色污染严重的地方(如小卖部门口、学生食堂前、教

学楼的通道处、运动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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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今天，我对白色污染进行了调查，通过上网查找相

关资料，我知道了一些有关白色污染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白色污染，我

便写下了调查报告。 

  经过我的调查，得知以下内容：在我们每天的垃圾中，塑料垃圾占其中的四

分之一，达到了 1323 吨，每天只有不到 400 吨的塑料垃圾流入回收再利用市场，

而将近 900 吨的塑料垃圾都被填埋处理，这些垃圾大部分是很难被降解的，填埋

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而且 100 多年才能降解，有些超薄塑料袋是不可以降解的，

埋在地里 300 年也不会分化。塑料袋有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等

几种。 

  看着干净的塑料袋也会对人体有危害。目前市场上销售和使用的塑料袋，绝

大多数是外地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生产的，这些地方生产的塑料袋，含有严重超

标的致癌，用这些塑料袋制品包装直接入口的食物，会对人民的健康造成极为严

重的后果。 

  塑料袋随然方便，但是，它却破坏着我们的环境。我建议提倡人们尽量减少

使用塑料袋的机会，用也要用那些容易被降解的塑料袋，这样会使我们的环境变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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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科技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中出现量次性物品。如：次性牙刷，

木筷子和次性注射器……些物品虽然给带方便，但是也给地球带灾害。因为含有

塑料次性物品不但不可以溶化，还不可以消灭。“白色污染”是地球最灾害之。

为弄清“白色污染”能给我们带来多巨危害，做以下调查 

  二、调查方法 

  1、书籍报刊 

  2、上街看看一次性用具的产生量 

  3、上网查找“白色污染”的危害 

  三、资料的整理 

  信息渠道网络涉及方面什么是“白色污染”具体内容所谓“白色污染”，是

人们对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

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类生活塑料制品使用后被弃置成为固体废物，由于随

意乱丢乱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造成城市环境严重污染的现象。  

  信息渠道：网络书籍涉及方面“白色污染”的危害具体内容白色污染存在两

种危害：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 

  视觉污染指的是塑料袋、盒、杯、碗等散落在环境中，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

良刺激，影响环境的美感。 

  白色污染的潜在危害则是多方面的。 

  1、一次性发泡塑料饭盒和塑料袋盛装食物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温

度达到 65℃时，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中的有害物质将渗入到食物中，会对人的

肝脏、肾脏及中枢神经系统等造成损害。 



  我们现在用来装食物的超薄塑料袋一般是聚氯乙烯塑料。早在四十年前，人

们就发现聚氯乙烯塑料中残留有氯乙烯单体。当人们接触氯乙烯后，就会出现手

腕、手指浮肿，皮肤硬化等症状，还可能出现脾肿大、肝损伤等症。在我国，我

们用的超薄塑料袋几乎都来自废塑料的再利用，是由小企业或家庭作坊生产的。

这些生产厂所用原料是废弃塑料桶、盆、一次性针筒等。生产时，首先用机械把

原料粉碎成塑料粒子，再把塑料粒子放在一个水池里清洗（名曰消毒），取出来

晒干，再用机械把它压成膜，制成各种塑料袋。每次吃饭时，就有不少人用塑料

袋装饭菜，他们不知道这种行为不仅危害环境，也危害自己的身体。  

  2、使土壤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目前使用的塑料制品的

降解时间，通常至少需要 200 年。农田里的废农膜、塑料袋长期残留在田中，会

影响农作物对水分、养分的吸收，抑制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农作物的减产。

若牲畜吃了塑料膜，会引起牲畜的消化道疾病，甚至死亡。  

  3、填埋作业仍是我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一个主要方法。由于塑料膜密度小、

体积大，它能很快填满场地，降低填埋场地处理垃圾的能力；而且，填埋后的场

地由于地基松软，垃圾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危及周围环境。 

  4、若把废塑料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将给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塑料焚

烧时，不但产生大量黑烟，而且会产生二恶英——迄今为止毒性最大的一类物质。

二恶英进入土壤中，至少需 15 个月才能逐渐分解，它会危害植物及农作物；二

恶英对动物的肝脏及脑有严重的损害作用。焚烧垃圾排放出的二恶英对环境的污

染，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极敏感的问题。  

  另外，由于一次性塑料餐具难降解，现在许多城市都推广使用绿色餐具——

纸制餐具，原理是纸制品的组成物纤维素能被微生物降解。但是，用纸制餐具代

替发泡塑料餐具亦不明智。首先，纸制餐具同样也会带来视觉上的污染。它们的

降解速度并不快，往往在几十天甚至几个月内也不会降解彻底。其次，制纸制餐

具时，除用到草浆、稻浆外，还要加入 1/3 左右的木浆，若全面推广，势必造成



大量木材的消耗，导致森林砍伐的加剧。而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 13.92%，人均

占有森林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7.2%。第三，制纸浆历来是耗水大户、

耗能大户及排污大户。造浆工艺需大量水，而我国属于水资源短缺的国家。若污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中，会引起水污染；纸制餐具成型后需立即烘干，这

就需要耗大量能。而我国能源结构是以燃煤为主，这样就会增加空气中 SO2 的含

量，引起酸雨。 

  信息渠道网络涉及方面“白色污染”的防治具体内容： 

  1、我们应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餐具和纸制餐具的使用。任何一次性餐具不

仅不利于环保，也是对资源的最大的浪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应过度依赖塑

料袋。在商店，完全可以用一两个塑料袋分类装好的商品，商品重量也完全在袋

子的承受范围之内的，有些顾客却硬是要求多拿一两个袋子。大部分消费者把超

市塑料袋带回家中当垃圾袋使用，丢弃后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我们应拒

绝使用塑料袋买菜或盛装食物，买菜可用菜篮子或布袋避免使用上的一次性，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而盛装食物可以使用自备的不锈钢或塑胶饭盒，既卫生，又环

保，还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回收废塑料并使之资源化是解决白色污染的根本途径。其实，塑料和其

它材料比，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塑料可以很方便地反复回收使用。废塑料回收后，

经过处理，既能重新成为制品，亦可制得汽油与柴油。近年来，在德、日、美等

国家，由于重视对包装材料的回收处理，已经实现了塑料的生产、使用、回收、

再利用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消除了白色污染。而在我国，回收废塑料的工作已

经起步。我们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把废弃物分类，以便回收工作能顺利地进行。 

  3、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

是解决白色污染及其它各种形式污染的前提。例如，要回收废塑料，就要实行垃

圾回收分装制度，把不同类的垃圾放在不同的垃圾桶内，这就需要我们有高度自

觉的环保意识。 



  四、结论 

  对每个人来说不就是几个塑料袋和几个快餐盒吗。可同学们，积少成多呀！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小小的塑料袋和几个快餐盒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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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白色污染是指由塑料袋所引起的污染。由于塑料制品难以分解，所以被遗弃

的塑料制品（尤其是各种塑料袋）会给环境带来严重危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广大中学生对白色污染知之甚少，环保意识淡薄，每天都在制造白色污染，使原

本圣洁的校园受到白色污染的侵蚀。为了了解、解决校园白色污染的问题，我们

对校园白色污染进行了一些调查，并尝试找出解决办法，使广大中学生了解白色

污染的危害，提高同学们的环保意识，还校园一片净土，促进太原市的白色污染

防治工作。 

  二、有关白色污染的相关知识 

  1、白色污染的危害。 

  白色污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埋入土壤中的塑料制品，对耕作和播种造成了

极大困难，影响了农作物对水分、养分的吸收，污染地下水，使农作物减产甚至

不产。如果将塑料燃烧，则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破坏环境。将塑料倒入海洋（海

洋中塑料的分解需 250 年），若被海鸟、鱼类误食，会造成这些动物死亡，若是

缠住一些舰船的螺旋桨，则会造成海上交通事故。  

  2、目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白色污染治理办法。  



  白色污染形成的关键是塑料不易分解，因此，科学家研制了多种自毁可降解

塑料，如生物自毁塑料、化学自毁塑料、医用自毁塑料等。制造这些塑料的指导

思想是：在塑料中加入某种化学物质，使塑料能被光照、细菌或其他化学物质溶

解或消除。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造价昂贵，无法与便宜的不可降解塑料竞争。

我们盼望着早日出现可以与不可降解塑料一样便宜的可降解塑料能够回收、再

生、利用。 

  三、调查情况 

  我们小组在学校随机挑选50 人参加我们的问卷调查，共收回 45 份，占 90%

（调查问卷附表），结果如下：  

  问题一：你知道什么是白色污染吗？  

  调查者中，有 2/3 表示知道白色污染，而有 1/3 表示不清楚。结果表明，大

部分中学生是知道什么是白色污染的，这与学校教育有很大关系（高二化学教材

对于白色污染有过讲解）。但仍有一部分（ 1/3）的人不清楚，这表明，学校还

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问题二：你经常购买小食品吗？  

  71。1%的人偶尔购买小食品，22。2%的人经常购买，只有 6。7%的人不买小

食品。这是因为，学生族很少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所以来学校购买食品充饥的人

很多，而食品包装袋绝大部分都是塑料制品（请看以下的调查），这就为校园白

色污染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问题三：你如何处理塑料袋？ 

  上图显示只有 7 人（占 15。6%）将塑料袋随地乱扔，而扔进垃圾箱的占 80%，

但这并不表示大部分塑料袋进入垃圾箱中，因为据我们小组成员观察发现，很多

人虽然知道应当把塑料袋扔入垃圾箱内，却总是扔到垃圾箱旁，风一吹，塑料袋

就满校园乱飞了。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在两位选择其他的同学中。一人表示会把



塑料袋扔进视线所见的垃圾箱内。我们发现。校园内垃圾箱以前并不多，而且大

多锈迹斑斑的，沉重、固定的老式垃圾箱十分不方便。不过本学期开始后，学校

增加了垃圾箱的数量，这对于防治校园白色污染是有帮助的。  

  问题四：请同学对校园白色污染的处理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提供建议如下： 

  （1）学校应教育同学们增强环保意识，多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  

  （2）同学们不要随意扔垃圾，对随地扔废弃物的人讲讲环保的重要性。  

  （3）学校统一将垃圾分类、回收，集中处理。 

  （4）增设垃圾箱，放在白色污染严重的地方（如小卖部门口）。  

  （5）设计一个环保标志，挂在醒目的地方。 

  （6）尽量减少用塑料袋包装物品，并杜绝使用一次性发泡饭盒（现在校食

堂使用的一次性饭盒就是国家禁止使用的饭盒，但仍在使用）。  

  （7）呼吁全社会增强环保意识。 

  （8）学校不要焚烧垃圾。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得出以下结论：①大部分学生对于白色污染比较了解，

但仍有部分人对白色污染的概念不清楚，这需要学校增强环保方面的教育。②相

当一部分人虽然知道什么是白色污染，但依然使用或随手丢弃白色污染物。由此

可见，学校培养学生环保的观念十分重要，同时学校也要作出实际行动，如多设

置分类垃圾箱，组织回收有价值的垃圾等。 

  （三）学校白色污染现状调查 



  通过上一阶段的调查，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学生对白色污染的了解情况，与

同学们初步探讨了如何防治校园白色污染。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我们

学校白色污染的情况，并对处理方法进行可行性探讨。 

  首先，我们进行的工作是称量一个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拣出垃圾的种类、

白色污染（如塑料袋、塑料瓶等）所占比重为多少，以此来估算十二中一天产生

的白色污染物的数量。以高二某班为例，这个班一天所产生的垃圾约重 2kg 左右，

主要成分是纸、塑料包装袋、塑塑料瓶、易拉罐、发泡饭盒及一些果核等。其中

塑料包装袋有近 l00 个（几乎全用于食品包装），5个塑料瓶，7个发泡饭盒，2

个易拉罐（铝制）。不难看出，食品包装是校园白色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

还发现，纸张和易拉罐都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而且目前社会上也有回收废纸、易

拉罐的地方。于是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塑料的回收再利用上。  

  在学校的垃圾站，我们遇见一位拣垃圾的人，他把塑料瓶进行了回收。我们

小组成员上前询问他回收的目的、价钱，而他没有回答。为了查询有关塑料的回

收情况，我们小组特意利用课外时间对太原市各正规废品回收站进行了采访，可

惜没有发现回收塑料的地方。最后，通过上网查询资料，我们得知：塑料是可以

回收的，但不可以再利用来制造食品包装袋（因为造价高，不能保证卫生与安全），

只可用作建筑材料或农用大棚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违规生产的个体小企业私

自回收塑料废物，用一些有毒的有机溶剂清洗后再利用，这对人体是有害的。因

此，学校在进行垃圾分类回收时，一定要将回收的塑料制品送到正规的回收单位。 

  四、结论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发现校园内是存在白色污染的，以十二中为例，每天十

二中要产生 4000 个左右的食品包装袋，这会使多少亩土地丧失耕种能力！而且，

学生对于白色污染缺乏紧迫感，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每

个人都这样想，那么若干年后中国还有没有可供种植耕作的土地？我们中学生不

应该对白色污染这一社会问题不闻不问，而一定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地去



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宣传环保意识、从而使全社会的人都有环保观念——这正

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我们的建议： 

  （1）根据我们的调查以及我们所查的资料，我们建议学校实行垃圾分类回

收制度，其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①每一个班在班内建立一个小型垃圾点，将垃圾按纸类、塑料、金属（如易

拉罐等）、电池、其他共五类分类收集。由于纸类、塑料数量较多，可以一天清

理一次，另外考虑到电池对环境的危害，建议同学们把废旧电池统一回收。  

  ②学校设立几个大型垃圾箱，统一回收各班分类垃圾箱中的垃圾，并在校园

内多设置一些小型分类垃圾箱。学校负责与社会回收单位联系，及时送出回收来

的垃圾。 

  ③学校应当设立一个评分制度，对垃圾回收工作开展得好的班级进行鼓励。

回收的收入也可返回各班使用。 

  （2）应当看到，要想真正从根本上杜绝校园白色污染，就必须在学生心中

树立环保的观念，因此建议学校多多加强环保教育，如征集环保标志，举行环保

歌咏比赛等活动，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3）加强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目的还在于向全社会宣传环保知识，因此

建议学校多方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活动，如在每年 4月 22 日地球日、6月 5日世

界环境日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等知识，只有全社会都在讲环

保，才会从根本上防治白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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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课题：通过对白色污染的调查，加强我们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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