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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环

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生活垃圾增多，水质、大气状

况每况愈下，不仅严重影响村民身心健康，还直接导

致农产品的减产和产物质量下降，影响新农村建设

的进程。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年将近

３亿ｔ，全国仅有２５％的行政村设有较正规收集点，
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任何妥善处理而被随意

弃置，不仅对土地造成浪费，而且还会滋生细菌，传

播疾病，给农村地区的水环境、土壤、大气状况和人

居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因此，新农村建设中寻找对

策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显得相当重要。

１　农村生活垃圾概述及收运现状

１．１　农村生活垃圾概述
生活垃圾对人类生产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人人都会制造生活垃圾。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种类

繁多，样式多样，后续处理难度较大。农村生活垃圾

包括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炉灰、渣土、
人畜粪便、厨余废物、废旧电器、园艺废物、商品包装、
扔掉的生活用品等废弃物。目前，生活垃圾在农村地

区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处理方式不规范，故生活垃圾

对农村地区的大气、水质和土壤环境污染较大，危害

农民的身体身心健康，同时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

展，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生活垃圾特点可以归

纳为：垃圾累积量多，组分多样。较城市垃圾而言，产
量低，收运难度大，面积广，有一定的自净能力。

根据对农村生活垃圾的调查显示，不同区域或

者同一地区不同季节的垃圾产生量和类型有一定的

差异。原因可以归纳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居

民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资源消耗存在差异。农村生

活垃圾主要以灰土为主，占农村垃圾总重量的５０％
左右，主要包括建筑、炉灰、燃料灰分等成分；其次是

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量的３５％，主要包括人畜粪便、
茶叶渣、肉 品，果 菜 下 脚 料 和 农 作 物 秸 秆 等。近 年

来，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化纤产品如塑料垃

圾所占的成分也日益增加，塑料垃圾虽然体积不大，

但污染面积却较大，这增加了垃圾处理的困难程度

和处理成本；小体积垃圾，如废纸、玻璃和金属等，大
多可进行回收。此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优点在于

农村区域存在危险品较少，处理风险性不高，但也应

合理收集电池、家用电灯等统一处理。

１．２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现状

１．２．１　混合收集。农村生活垃圾混合收集，使得垃

圾清运量增大，资源化利用率低，制约了农村生活垃

圾后续处理方案实施，清运成本高，不利于处理垃圾

资源化和减量化目标的实现，应当进行改进。

１．２．２　分类收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垃圾

处理资源化、合理化、减量化目标实现的保证，也方

便了垃圾的后续处理。现阶段，已有一些区县的村

庄实施了垃圾分类处理，常用的收集容器有垃圾箱、
垃圾收集池和垃圾房等。

近期，随着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重视，一
些村庄垃圾收集工作得到改善，先后配置了新式垃

圾收集器，既方便了装运收集工作，又防止垃圾到处

飘散引发环境污染问题。

２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影响分析

２．１　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途径
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通过固态、液态和气态形式，

以土壤、水流和空气为媒介，破坏环境质 量，见 图１
所示。

图１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途径

２．２　农村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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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对水体的污染。生活垃圾会随雨水或地表

径流冲刷分散，流入到河流、池塘等，故生活垃圾废

物等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因腐烂而产生有机物，有毒

物质影响水生物的生长，造成水生物大量繁殖，会对

水质造成危害。同时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对人体

健康产生危害。某些生活垃圾常年堆积，产生的渗

透液更加危险，危害也更大。它不仅流入河流污染

水体导致水资源紧缺，更严重的在于它直接进入到

土壤，进而污染地下水体。河南省项城市某行政村

池塘受到污染，水中大量鱼类死亡，据查是由于生活

垃圾的随意排放所造成。此外，还有大量生活垃圾

堵塞河道进而河水漫溢毁坏农田等造成巨大损失。

２．２．２　对大气的污染。在农村，由于生活垃圾的随

意堆放，遇到大风天气，生活垃圾中灰尘和颗粒等会

到处飘扬，迅速进入大气，并进行扩散。在一定的温

度或者其他条件下，一些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会产生

降解，释放出有害气体，破坏大气上层的氧气，阻碍植

物正常生长，生活垃圾中的有毒成分可以在大气中发

生反应，产生越来越多的有害气体，借助空气进行扩

散，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此外，生活垃圾进行焚烧，

会带来大量气态污染物，破坏大气环境质量。

２．２．３　对土壤的污染。生活垃圾的随意堆放要占

用一定的土地，由于得不到妥善处理，使得本不充足

的农村土地资源更加紧张，直接导致农田面积的缩

减。生活垃圾中的有害有毒物质通过风和雨水的推

动作用，在土壤中进行渗透，对土壤中微生物进行破

坏，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性质、结构，导致土壤板结，加
剧干旱，更加严重的表现为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导致

农民收成降低。

２．２．４　对人体健康及生态的影响。农村生活垃圾

经过河水浸泡、雨水冲刷或者高度腐烂后，部分含有

氮、磷、硫等 有 机 物 或 微 生 物 的 垃 圾 会 产 生 含 有 机

物、重金属等的高浓度污染液，从而污染河流，并通

过土壤层下渗到地下水中，污染村民饮用水源。这

类生活垃圾随意长期堆放，严重超出了农村环境所

能包容的自净能力，将会严重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
阻碍动植物的生长，同时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不可估

量的破坏。此 外 生 活 垃 圾 长 期 堆 积 会 导 致 蚊 蝇 滋

生，老鼠猖獗，进而影响人类健康。

３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与对策

３．１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目前，焚烧、填埋和堆肥法是城市生活垃圾主要

的处理方法。与之相比，农村生活垃圾具有不同点，
同时又有很多相似处，故处理方式也大致相同。

３．１．１　焚烧。焚烧处理是使垃圾中的可燃组分与

氧气发生反应，从而将生活垃圾燃烧转换成残渣，焚
烧处理使垃圾减量化效果良好，残渣量相对原生活

垃圾量大大减少，生活垃圾中的病菌等物质被消除，

产生的热量可进行转换为生产生活提供能量，产生

的炉渣等可做肥料重新利用，达到“无害化、减量化、
资源化”的目的。但焚烧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有

毒有害气体，如酸性气体、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对
环境造成破坏，故优化焚烧工艺和加强尾气处理是

势在必行 的。选 址 应 距 居 民 区１　０００ｍ以 上，焚 烧

炉周边不得有易燃农作物等。

３．１．２　填埋。填埋是指将焚烧或其他处理后的剩

余物送至指定地点填埋处理。主要方法是运用专业

处理技术，如压实、铺平等将生活垃圾填埋。土壤中

微生物对生活垃圾进行分解，从而转化为无害的化

合物，降低生活垃圾污染程度。选择填埋场要避开

易渗漏及靠近河流、湖泊的位置，在填埋场底部加设

防渗层。填埋法技术操作简单，可以处理所有种类

的垃圾，但减容性差，并且需要大量的土地。我国垃

圾产生量大，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及技术方法，填埋

技术是我国农村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技术。

３．１．３　堆肥。由于大量农村生活垃圾中含有有机

组分，故选择运用堆肥法处理。堆肥是将生活垃圾

利用土壤中的细菌等微生物，将垃圾中有机成分消

解，使之变为腐殖质的过程。有机物发酵过程中，会
将有害微生物进行消除，从而达到无害化。堆肥法

分为好氧堆肥和厌氧堆肥。好氧堆肥是在提供氧气

的条件下，借助好氧细菌将垃圾中的有机物进行分

解，过程中会产生热量。由于堆肥温度高，又称高温

堆化肥；厌氧堆肥是在不供给氧气的条件下，通过微

生物代谢活动而被稳定化，从而达到无害化。通过

堆肥法产生的有机肥料，不仅产物稳定优良，而且对

环境污染很小。堆肥法技术简单，农用价值高，但这

种处理法占地面积大，对垃圾成分分类要求高，其中

不能为微生 物 分 解 的 石 块、玻 璃 等，须 捡 后 另 行 处

理。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方式多样，一般都是几种技

术相结合，根据不同垃圾的特点，结合相应的处理工

艺，形成综合处理处置方案。具体采用何种技术路

线主要受２个方面的约束。①垃圾的性质，例如有

机物含量高，适合堆肥技术；可燃性高，则采用焚烧

方法。②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例如山区贫穷村县，不
能支付先进焚烧技术费用，则采用成本低廉的填埋

等技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路线，见图２所示。

（ａ）农村生活垃圾中有机组分较多

（ｂ）农村生活垃圾中可燃物较多

图２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路线

３．２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对策

３．２．１　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将

·１２·

王英伟，等·农村生活垃圾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 ２０１３年第２１期



生活垃圾可分为厨余垃圾、灰土垃圾、可再生垃圾、
生物质垃圾和有害垃圾等。①厨余垃圾可用堆肥发

酵技术产生有机肥或沼气；②灰土垃圾可用来生产

砖块，用作水泥的辅助材料等；③可再生垃圾收集交

由加工厂处理后可做原材料；④生物质垃圾可供给

农民做燃料；⑤有害垃圾集中收集送到有分解、处理

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３．２．２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有较多环境

保护的法律，但都缺乏针对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污染

工作的处理与保护。为达到改善农村环境的目的，
环保部发布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针对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做了规划和建议。其中，提

出了可行性较高的“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市）
集中处理”的运作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效果很好，但
运输成本较高，并且只具备倡导建议性，并不具有强

制力。我国地区性差异较大，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

农村实际情况，完善或者出台相关的政策规章，充分

考虑到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针对性进行处置，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

３．２．３　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

状况，坚持不懈地加强宣传教育，使村民意识到环保

工作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和基

本的环保素质，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那么对生活垃

圾的产生就可以从源头上得到改善，并且会有意识

处理好生活垃圾，使村民意识到生活垃圾污染的严

重性以及解决的迫切性。

３．２．４　健全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农村生活垃圾一

般让废物自然消化，并没有专门配备管理人员，带来

的污染比较严重。故应建立健全的环保机构，配备

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县市环保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对
农村生活垃圾进行统一处理，使环境保护工作落实

到实处。村民委员会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保证垃

圾排放“减量化”。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对农民进行指

导，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３．２．５　加大农村环保财政投入。环保部门将大部

分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城市垃圾整治中，对于农村地

区的投入较少。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经费主要来自本

级政府财政支出和上级部门提供的补贴。新农村的

建设，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政府应该进行适当的财

政倾斜，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提高农村生活垃圾财政

性支出，设立专项资金，加大调控力度。

４　结束语

新农村建设大力倡导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提

高农民素质和生活水平，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则是保护农村环境的关键。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难

度较大，落实情况不佳，这既需要有关部门的监督和

指导，加快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

进行大力宣传，使村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
而身体力行，才能真正治理和改善农村生活垃圾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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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９页）　而且，要把好大一部分时间用来寻

找和耗费在路上，而肯德基连锁店在一个城市就有

１０余家，冬天暖暖的空调让你丝毫感觉不到外面的

严寒；炎炎夏日，自然的阵阵凉风几乎会让你完全忘

记外边是夏日三伏天。在你的周围不远处、花很少

的时间、花相对较少的费用就可以随时把自己置身

于一个安静、舒适、温馨、明亮的氛围中，邀几个好友

围坐其中，一 杯 香 浓 的 卡 布 奇 诺 咖 啡，可 以 谈 天 说

地，任凭时间偷偷溜走，我们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享

受，何等惬意。

诸多的实例让人们更加相信，设计师是生活的

美化师。设计改变的不仅仅只是生活的小部分。它

深入生活，渗 透 生 活，源 于 生 活，高 于 生 活，改 变 生

活。生活越 来 越 好，质 量 要 求 越 来 越 高，设 计 的 要

求，设计科学的要求当然也要越来越高。随着社会

不断的进步，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设计也自然而然

的提高了科学的要求，有美的、合理的设计，才是人

们追求的生活。

设计的创 作 与 纯 艺 术 品 的 创 作 是 有 很 大 差 别

的，纯艺术品不一定要被市场检验，不一定非得要成

为商品，所以可以是只得到少数人或个别人承认的；

但为人们生产生活所进行的设计就必须以市场、以

设计的科技性和经济性质作为导向，设计出为多数

人所接受的设计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有用的设计，

也是我们设 计 师 一 生 致 力 于 追 求 的 终 极 目 标 之 所

在。

［参考文献］

［１］张道一．设计在谋［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袁研哉．设计中的设计［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３］张宪 荣．设 计 符 号 学［Ｍ］．北 京：化 学 工 业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２２·

总第２９５期 内 蒙 古 科 技 与 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