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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模式探索 

——以重庆市巫溪县烟区为例 

陈元良
1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巫溪分公司，重庆 405800) 

【摘 要】：[目的]有效控制农药包装废弃物乱扔乱放造成的农药残留污染，对保护烟区环境，维持烟区烤烟产

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从建立有效地监督体系、农药包装废弃物合作社式处理方式以及合理

的回收措施出发，提出科学合理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措施。[结果]通过完善废弃农药包装回收体系、制定合理的

奖励机制、采用环保农药包装材料以及统一密封的回收池等措施能够从多个方面共同推进烟区农药包装废弃的科学

处理。[结论]本文研究结果对完善烟区烤烟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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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生产作为重庆市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多的农药，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是制止农药残留污

染的关键。巫溪烟区作为烤烟生产大区之一，烟草种植作为经济收入的关键产业，为保证收入，投入使用的农药造成农药残留污

染。有关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督管控，让烟叶种植户养成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习惯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回收措施，达到降低

农药包装废弃物中农药残留污染的目的。 

1 现有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调查 

本研究通过现场调查重庆市巫溪县烟区烤烟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在田间地头的处理现状、农户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意

愿以及农户参与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模式选择等，在样本选择上，结合巫溪县山地烟区特征和产业分布情况、地理环境情况

等，在现有两个烟叶工作站下辖的 16个种烟乡镇中，随机抽取 6个乡镇，并对其中 200户烟农进行访谈式调研，总共调查问卷

200份，有效问卷为 187份，有效率为 93.5%。 

2 结果与分析 

2.1烟叶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现状 

烤烟生产作为巫溪烟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因种植烤烟经济收入较可观于其他农作物，随着烤烟生产的持续发展，农药的

使用量进一步加大，同时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要求，处理压力进一步提升。通过实际走访调查，对全县 187 户烟农进行现场调

查，从表 1可以看出，农户对农药使用后的包装袋、包装瓶残留农药的危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农药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的现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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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普遍。 

表 1不同种类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及其处理方式 单位：户，% 

处理方式 

包装袋 塑料包装瓶 玻璃包装瓶 

户数 占比 户数 占比 户数 占比 

田地丢弃 114 60.96 124 66.31 126 67.38 

集中丢弃 37 19.79 26 13.90 50 26.74 

随地焚烧 24 12.83 27 14.44 0 0.00 

集中焚烧 5 2.67 4 2.14 0 0.00 

卖废品 1 0.53 0 0.00 2 1.07 

填埋 6 3.21 6 3.21 9 4.81 

 

从农药废弃包装物的处理方式来看，现有处理方式未把含有较高农药残留的农药包装袋、农药包装瓶收集中到相关单位指

定的位置进行统一处理，而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处理的农药残留随着雨水、风进入水源、空气。农药包装废弃物未进行回收处理是

导致巫溪烟区烟叶生产过程中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的直接原因。 

同时，烟草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部门不明确以及集中处理点的建设脱节导致大部分农药包装废弃物未规划合理的处理

措施，有关农业生产中农药的科学使用、农药污染的危害性以及农药包装废弃物中的农药残留对环境及人体的危害宣传不到位，

烤烟种植户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到位，造成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合理使用农药的思想觉悟不够高，造成农药包装废弃物随处可

见、农药施用过多的现象普遍。 

2.2烟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意愿 

从表 2 可以看出，随着当前农村地区务农劳动力的减少，烟区烟农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其中 50-60 岁年龄结构的烟

农占据主体，部分烟农年龄明显偏大，如超过 65岁以上的亚弄有 26人，占比 13.9%,60-65岁年龄段的烟农有 15人，占比 8.02%,

对于该部分烟农来说，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对做好农药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宣传存在一定影响。 

表 2调查对象年龄结构情况 单位：人，% 

≥65岁 60～65岁 50～60岁 40～50岁 <40岁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26 13.9 15 8.02 90 48.13 44 23.53 12 6.42 

 

从表 3 来看，在全县烟农学历结构中，小学和初中学历的烟农占据主体地位，分别为 86 人，占比 45.99%和 69 人，占比

36.9%,在调查的农户中，尚有 9人在学历上属于文盲，占调查人数的 4.81%,拥有高中学历的烟农有 21人，占比 11.23%,拥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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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及以上的农户仅有 2 名，占比为 1.07%,低学历结构，决定了烟农群体对生态环境保护、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理解和

认识水平有限。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意味着在烤烟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方面，不能采取单一的回收处理方式，

应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手段着手，从农药包装源头、废弃包装处理方式、废弃包装回收渠道、农药残留及废弃农药包装危害等

多个方面进行宣传和政策制定，确保获得农户理解，实现农药包装废弃无害化处理和回收的最大覆盖。 

从表 4 和图 1 可以看出，烟农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主要存在于有偿回收，其中有偿自行上缴和有偿集中收集分别为 61

人占比 32.62%和 78人占比 41.71%,有无偿自行上缴意愿的烟农为 12人，占比 6.42%,有无偿集中收集意愿的烟农为 21人，占比

为 11.23%,无回收意愿的烟农为 15 人，占比 8.02%。从结果来看，烟农的农药包装回收愿望主要还是从自身经济效益出发，其

次，主要考虑回收的过程是否便捷。因此，在烤烟农药包装废弃物政策投入和分配上，应充分考虑现实经济刺激，尤其是对烟农

感官经济价值的刺激，从意识和物质上共同推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的开展。 

表 3调查对象学历结构情况 单位：人，%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9 4.81 86 45.99 69 36.9 21 11.23 2 1.07 

 

表 4调查对象农药废弃物回收意愿情况 单位：人，% 

有偿自行上缴 有偿集中收集 无偿自行上缴 无偿集中收集 无回收意愿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61 32.62 78 41.71 12 6.42 21 11.23 15 8.02 

 

 

图 1烟农不同回收意愿对比情况 

3 烟叶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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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可以看出，针对需求量较大、使用频率较高农药的包装废弃物，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使农户了解更多关于农药包装

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自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威胁，从而将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意识形成习以为常的习惯，进一

步缩小农药包装废弃物乱扔乱放，不及时回收处理，不合理存放的现象。通过建立以合作社为核心，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负责、

市场驱动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图 2烟叶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方案技术路线图 

4 烟叶生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措施 

4.1实行统一密封的回收池 

目前，巫溪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没有统一的固定方式，一般是随用随弃或集中仍在不适用烟叶处理池中。农药包装废弃物中

含有的农药残留将会随着雨水冲刷直接进入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农田污染、水源污染。为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药残留扩散，在

烟草种植区域根据地理位置条件以及农户方便使用的前提下建造不外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池，将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统一

的回收以及密封存放，以达到农药包装废弃物储存期间不会带来更严峻的农药残留污染，等烟草种植采收结束后安排相关专业

人员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4.2采用环保农药包装材料 

烟叶生产施用的农药无论是化学农药还是生物农药，采用的包装材料皆为塑料瓶、塑料袋。使用后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不

能进行自我降解，造成塑料与农药的双重污染。增加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后的处理成本。烟区管理负责人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与农药生产商家进行沟通，建议生产厂家采用能降解的材料作为农药包装物包括农药包装袋、农药包装瓶等。进而做到在一定条

件下既能降低环境污染又能降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后的无害化处理成本。 

4.3建立合理的废弃农药包装回收体系 

烟草种植管理单位要求农药生产企业对烟草种植户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地烟草管理单位委托农资售

卖单位进行集中回收农户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药售卖单位制定强制回收措施，对购买农药的农户信息进行系统统计，同时记

录采购的农药种类，农药包装类型，农药数量、包装物数量。在烟草种植采收结束后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逐级回收。最后由农

药售卖单位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予农药生产企业进行回收无害化处理。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从农药售卖到无害化处理有序可循，

有合理的回收体系供参考。 

4.4制定适宜的政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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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具体的烟草种植情况制定合理的回收补贴，以及奖惩机制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具有重要意义。当地烟草管理单

位、政府部门以及农资售卖单位出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贴措施，对认真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种植户进行奖励补贴，并在接

下来一年在购买农药的过程中享受折扣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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