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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绿化废弃物是指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植物残体,主要包括树叶、草屑、树木与灌木剪枝等。其主要成分为木质

纤维素,可以用作植物覆盖、绿化堆肥、景观营造等。随着城市绿化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矛盾,植物生理产物一园林绿化

废弃物的处置就是其中之一。如能将城市绿地土壤生态功能的维护与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相结合,将对减轻城市环境压力,提高城市绿地

土壤质量,促进城市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废弃物；生态处理技术；资源化利用 

 

1 国内外园林废弃物的处理现状 

1.1国外处理现状 

许多发达国家对于园林废弃物很早便有生态处理意识,且工艺技术逐

渐成熟。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州政府下令禁止焚烧、填埋园林

废弃物；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于园林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堆肥处理进

行严格规定；发展至今,美国对于园林废弃物的分类收集机制完善,堆肥工

艺稳步发展。目前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对园林废弃物处理都先从政策入

手,再从处理工艺出发,收效良好。且国外对城市园林废弃物的处理利用已

有大量研究以及技术支撑,这为我国园林废弃物的生态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奠定了基础。 

1.2国内处理现状 

受政策支持和生态处理技术的影响,国内较国外针对园林绿化废弃物

的研究利用起步较晚,且发展不全面。国内对园林废弃物的传统处理方式

多为简易填埋和焚烧,资源化利用率低,还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在意识到

传统处理方式的弊端后,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重视园林废弃物的资

源化利用。如2008年上海市将园林废弃物纳入城市有机废弃物系列,给予

政策支持；广州市建立园林基质厂,将枯枝、落叶等园林废弃物变为植物

生长基质土壤；北京市《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DB11/T 

1512-2018)要求对具备场地条件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宜就地或集中收集处

理后作为园林覆盖物、堆肥、有机肥和栽培基质利用。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园林废弃物的处理主要通过在大城市试点,逐步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这也导致中小城市覆盖不全面。此外,我国对园

林废弃物的利用形式单一,主要为堆肥处理和土壤覆盖,由于发展不充分,

资源化利用率总体较低。为此,一些城市在原有技术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

新生态处理新技术,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新尝试。 

2 园林废弃物的生态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工艺选择 

2.1堆肥化处理 

园林废弃物堆肥就是将园林绿地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经粉碎处理,通

过堆肥发酵技术形成可再次利用产品(如有机肥料、土壤改良剂和栽培基

质等生物有机肥)并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生物堆肥是目前国内外常见的

处理工艺,优势明显。园林废弃物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多糖和木质素,

基本可降解,堆肥处理的基础较好；原料污染少,堆肥产品安全性较好；

园林废弃物中存在的臭气元素少,堆肥过程气味环境较好；废弃物中的

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有效地保留在堆肥产品中,能改良土壤,植物生长

较好。堆肥化处理发展趋势良好,但还面临堆肥建设用地占用的问题。 

2.2有机物覆盖 

相比石子、砂砾等无机覆盖物,利用废弃树枝、木片等植物残体加工

制成的有机覆盖物更能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将园林废弃物铺设在绿地表面

或灌木丛中,不仅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含水量和通气性、减少病原

菌的传播,还能美化城市景观环境。有机覆盖物作为城市地表覆盖的新材

料,经济性好,工艺流程简单,能够就近处理且操作性强,但有机物腐烂后

需要再次对地表进行覆盖。有机覆盖物的节约作用、生态功能、社会功能

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推广,这种有机覆盖物的应用

推广既符合节约型园林建设的生态理念,也与我国目前推进建设的“海绵

城市”规划理念不谋而合,有机覆盖物下雨时吸水、蓄水、滞水,以及干旱

时的保水,甚至改善土壤质量,缓慢“释放”水分,转化养分,充分体现了有

机覆盖物的应用价值。 

有机覆盖物是处理园林废弃物的重要途径,有机覆盖物在园林绿化中

的应用实现了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的循环利用。开发利用城市园林绿化废

弃物,对于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构建和谐城市、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

意义重大,必将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3特色工艺品和建筑材料的开发 

树皮、枯枝、根茎等园林废弃物可以制作成盆景、根雕等小工艺品或

装饰材料,经粉碎加工可用作木塑建筑材料。但由于市场范围的局限性,

不能大量投入使用。 

上述资源化利用方式各有优势和劣势,结合我国园林废弃物的实际情

况,综合认为生物堆肥与有机覆盖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比较适合目前城市园

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可同时探索发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处

理技术,全面提高资源化利用率。 

3 对策建议 

3.1制定相关政策 

从根本上解决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问题,需要各级部门高度

重视和关注,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系列标准。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

布的《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中指出“鼓励通过堆肥、发

展生物质燃料、有机营养基质和深加工等方式处理修剪的树枝,减少占用

垃圾填埋库容,实现循环利用。”但是不够具体和详尽,同时也缺乏有效地

实施主体。在强调政府服务功能的同时,首先就要转变行业管理模式,从传

统行政命令逐步转向行业技术管理指导；其次是要有可行的行业标准,使

其成为实施中的行为准则。 

3.2提供专项资金 

在相关政策确定的前提下,一是要设立园林植物废弃物收集点。为了

便于收集城市园林植物废弃物,需要根据城区范围,合理布局建立园林植

物废弃物收集点。收集点定期将植物粉末运输到城郊的园林植物废弃物处

置基地。二是要建立堆肥厂,减少城市园林绿化废弃物的产生,促使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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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刺梨因其具有多重作用,现已成为我市重要的特色经济林木。刺梨所富有的维生素C远高于一般水果,既可作为日常水果食用,也可入

药发挥出一定的疗效,并且能够加工成保健食品,具有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同时,已成为我市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造林树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简要分析了盘州市刺梨产业化发展对策,并介绍了刺梨在全市退耕还林及脱贫攻坚中的应用。 

[关键词] 刺梨；盘州市；退耕还林；脱贫攻坚；作用 

 

引言 

刺梨为一种落叶丛生类野生果木,其富含维生素C,具有极高的食用及

药用价值,并且在治理喀斯特地区荒漠化及退耕还林、脱贫攻坚等一系列

工程中发挥出了关键性作用。通过近期的多方位勘察及研究,明确了刺梨

为一种极具开发价值的新型水果类作物。并且贵州省属于喀斯特地区,使

得区域内石漠化现象严重,不利于资源开发及经济发展,故针对此种状况,

我们提出了依据刺梨全面振兴贵州省转型升级、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的全新

思路。从盘州市大力推广退耕还林工程、加快脱贫攻坚速度的实际情况出

发,全面分析了刺梨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次后,积极探究区域内刺梨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盘州市刺梨产业化发展对策 

盘州市具有悠久的刺梨种植史,尤其在农业科技化的带动下,现已建

成了普古乡娘娘山、盘关镇天富刺梨种植基地等。盘州市政府依托区位地

理优势,紧抓刺梨产业化发展,大力推行退耕还林工程,依据“产业链、创

新链、服务链、金融链、管理链”联动机制,采用新型管理模式,按照产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理念,建立起产销研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全市刺

梨产业总投资额已达60亿元,成为了盘州市的支柱型产业。以下从产销、

科技研发等角度对进一步加快盘州市刺梨产业化发展提出了具体措施。 

1.1打造刺梨规模化种植模式 

盘州市规模化种植始于2014年,在2016年依托“5+8”模式,搭建起了

以宏财集团牵头、农业合作社和农户为主要参与者的平台,大力发展刺梨

产业。对于全市范围内的苗木供应、各项农资用品进行统一规划,采用公

司化生产模式对刺梨产业进行全过程管理。首先,全面推行股份制合作改

革。散户凭借手中的土地作为入股条件,成为合作社社员。宏财公司与合

作社之间依据7:3的占股比例签订《入股合作协议》。合作社所持有的30%

股份中,25%为参与农户所有,5%归村集体所有。为切实保障社员利益,宏财

公司按照每市斤不低于两元的价格收购合格新鲜的刺梨,并出资先行垫付

生产中所产生的主要费用支出。在此种发展模式下,盘州市刺梨种植产业

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仅在2016~2017年全市即新增刺梨种植面积35万

亩,总种植面积达到了54.41万亩,占据全省刺梨种植面积的25%。达到3000

亩种植规模的连片区有21个,5000亩种植规模的连片区有10个,10000亩种

植规模的连片示范区3个,另外拥有省级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个。其次,鼓励

当地具有一定实力的种植大户承包。为更好的发展盘州市刺梨产业,在全

市范围内大力推广了大户承包制,使真正具有技术、懂管理的人员管护树

木,并签订多方协定,明确各方在生产中应享有的权利及义务。此次签订的

协议中,约定了承包人在每年的盛果期间,对于亩产超过750㎏的部分,可

享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如亩产未能达到750㎏,则需按照协议约定赔偿各参

与机构的损失。通过此种方式,极大调动起了承包人的生产积极性。 

1.2大力兴建刺梨加工基地 

目前我市已组建起3家具备一定规模的刺梨深加工企业,宏财集团始

终将刺梨产业作为重要发展领域,建设起了规模达50万吨的刺梨产业研究

中心。此项目截止到目前,总投资额已达15.77亿元,已建成部分为项目一

期工程,总占地面积为161.2亩,投入资金为5.57亿元,初步建立起了年生

产总量在20万吨的各条生产线,主要包括了榨汁、饮品、原汁、果脯、口 

再利用。园林植物废弃物处理场一般选址在交通便捷的城郊,要满足规模

化生产对处置基地拓展的场地需求,且基地周边为苗圃及农田等,远离人

群的生活集聚地废弃物处置过程对外界的影响较小。三是要对园林绿色废

弃物利用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操作上的便利。 

3.3加强舆论宣传 

为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以形成共识,应当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

大力宣传城市土壤保护、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的重要性,介绍和宣传绿色

废弃物堆肥产品的用途,建立典型的示范基地,以提高全民废弃物循环利

用的意识和积极性,这也是实现低碳城市目标的一种途径。 

3.4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和资助各科研单位对园林废弃物处理方法、处理技术和处理设备

的研究、创新与推广应用,增加科技投入,通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在科研、设计、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结合,培育并逐步形成技术产品市场,

推动城市园林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的深入发展。 

4 结语 

园林绿化废弃物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且有多种利用方式可供选择,如

堆肥制作、生态覆盖、生物质炭等。结合当前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现

状,我们今后应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和研究,从环保的角度出发,研发出更经

济、便捷的工艺技术,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 大限度的

统一。有效利用园林废弃物不仅能缓解我国的生态问题,还能促进园林绿

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发展推进园林废弃物的生态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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