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弃塑料回收难，再生利用有哪些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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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宇琪 陈
凯姿 丁非白 周颖 吴慧珺 周凯

废弃塑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垃
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塑料
污染治理。数据显示，我国废弃塑料回
收处置只占少部分，一大半只是简单掩
埋或焚烧，对生态环境造成挑战。“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提高废弃塑料再利
用率，亟待解决回收成本高、技术制约、
再生塑料推广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塑料垃圾随意抛弃
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

扫码、投放、积分到账……如今，不
少居民发现自家所在的生活小区，开始
出现智能化垃圾分类站和再生资源回收
站。这些站点由环保科技企业提供成套
设备，通常无人值守。记者近期调研时
发现，在不少回收站，规范分类并回收的
塑料垃圾并不多见。

“塑料回收目前面临很多难解的问
题。”海南省一家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辛
军介绍，“在前端环节，塑料垃圾分类未
推行到位，不少家庭还没有塑料垃圾分
类的习惯。”

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小区了解到，大
量废弃塑料被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中。

据《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
（2022 年度）》，由于塑料产品结构影响，
资源化价值较好的工程塑料、瓶体类塑
料等基本采取物理回收方式，实现了较
好的回收利用；但占塑料产量45%左右的
包装类塑料，特别是膜袋类塑料基本不
具备开展物理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

辛军介绍，塑料垃圾分类不到位，直

接影响后续回收再利用。前端家庭环节
分类不到位，导致一些塑料回收企业“吃
不饱”。

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
会统计，2022 年我国产生废弃塑料 6300
万吨，其中被回收处置的仅有约30%，而
填埋量为 2016 万吨、焚烧量为 1953 万
吨，分别占比32%和31%。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塑料推不开

记者走访发现，外卖塑料餐盒大多
数带有可回收标志，虽然很多小区都有
捡拾废品人员，可他们的目标大多是纸
壳等垃圾，餐盒、泡沫等体积大、运输需
要压缩的塑料垃圾几乎无人问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解
释，由于低值再生资源利润低、成本高，
回收者收集的积极性不高。

记者调查发现，成本、技术等因素也
制约着塑料循环再生利用。浙江省固废
利用处置与土壤修复行业协会会员周竺
说，为符合环保标准，一些塑料再加工
时，要经过脱硫、过滤等程序，电费等方
面成本每吨要增加2000元。

目前，我国塑料回收行业主要是工
艺较简单的物理回收，存在产品降级等
短板，无法产出附加值较高的塑料产品。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
料分会原秘书长盛敏表示，再生塑料行
业自动化程度不够，分选技术有待进一
步提高，导致再生塑料的品质降低；在1
至2次的回收再生后，便会成为无法再利
用的塑料垃圾。

据了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
融入小件固废的前端回收中，可以进行

自动挑选、单独收集，替代大部分的人
工，降低分选拆解成本，但真正做智能分
选垃圾的企业较少。

此外，再生塑料产品的推广使用待
提升。目前，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政策对
再生塑料产品的使用比例作出规定，再
生塑料的大规模应用难以开展。

提高再生产品使用意愿
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

塑料循环产业联合绿色行动联盟
2022 年绿色行动白皮书指出，随着全球
废塑料回收再生技术提升和产能增加，
预计到2030年，全球废塑料回收率有望
达到50%。

近年来，我国对塑料污染治理和废
塑料回收再利用越来越重视，有关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
探索开展塑料回收。2023年10月，上海
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计划到2025年，废塑料回收量
达到 70 万吨/年。有的企业在其生产线
中创新利用再生聚酯、废弃渔网等物料，
制作移动终端的外壳等组件；有的将破
水桶经过数道工序加工，变成可再生的
塑料粒子，用来生产家电、汽车部件。

南开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张墨建议，加大宣传再生塑
料应用，培养废塑料回收的社会共识，提
高社会使用意识和意愿。

盛敏表示，要进一步研发应用塑料
回收利用相关技术，特别注意能将废塑
料回归到分子层级进行重新组织的化学
回收。同时，可推动竹材等生物基材料
替代传统石油基材料，减少塑料垃圾的
产生。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研究发现与肥胖风险
相关的基因突变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肥胖是
引发某些常见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且与遗传相关。日前发表在《自然·遗
传学》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两
个对发展为肥胖的风险影响较大的基
因突变，为开发针对肥胖的新疗法提
供了潜在“靶点”。

该研究显示，英国剑桥大学的研
究团队借助英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等
的数据，对 50 多万人进行全外显子
组测序数据分析，确定了与成年体
重指数(BMI)增加相关的两个重要基
因——BSN 和 APBA1，这两个基因突
变的影响远大于此前公认的肥胖相
关基因。

这个团队的科研人员表示，早期
研究发现了“瘦素-黑皮素”通路对于
食欲和体重的影响，并发现了这一通
路上的众多基因有可能导致早发严重
肥胖。与这些相关基因不同的是BSN
和APBA1的突变与儿童期肥胖无关，
其引发肥胖的风险直到成年期才显
现。其中，BSN 突变会导致发生严重
肥胖的风险增加6倍，还显著增加了患
2 型糖尿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
风险。英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显示，大
约每6500个人中就有1人发生BSN基
因突变。

科研人员认为，上述发现让研究
者对遗传学、神经发育和肥胖之间的
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马晓媛 赵丹丹

到 2030 年，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达
到46.6%——《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
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提出这
一目标。

加强筛查和早诊早治，是提高癌症5
年生存率的有效手段。今年4月15日至
21日是第30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
题为“综合施策 科学防癌”。防癌如何更
好地“关口前移”？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综合防治
癌症5年生存率升至43.7%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
我 国 癌 症 5 年 生 存 率 已 从 2015 年 的
40.5%上升至2022年的43.7%。

基本建成国家、省、地市三级癌症综
合防治网络，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在县
区的覆盖率超过90%，乳腺癌和宫颈癌的
筛查区县覆盖率超过90%……数字变动
的背后，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持续落地。

同时，依据国家癌症中心 2000 年至
2018 年持续监测数据，我国人群恶性肿
瘤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年均下降 1.3%，
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等我国人群高发肿
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逐年
下降。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
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通过早发
现、早治疗可以治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
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30年）》，我国正在深
入推进癌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各地
将针对本地区高发、早期治疗成本效益
好、筛查手段简便易行的癌症，逐步扩大
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范围。

主动筛查
及时检出更多肿瘤病例

国家癌症中心根据持续监测数据估
算，2022 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约 482.47
万例，发病前五位的分别为肺癌、结直肠
癌、甲状腺癌、肝癌、胃癌。

相关专家分析，恶性肿瘤发病数与
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
持续加深是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居民健
康素养提升，越来越多人主动参加肿瘤
体检及国家筛查、早诊早治项目，更多肿
瘤病例被及时检出。

国家癌症中心党委书记张勇表示，
国家癌症中心牵头制定了7个常见癌种
的筛查早诊早治指南，截至 2022 年，我
国高发地区重点癌种的早诊率已超过
55%。

张勇介绍，下一步，还要持续扩大筛
查和早诊早治人群的覆盖面，优化筛查
与早诊早治的有效衔接。同时，加强防
癌科普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对癌症筛
查的接受度和主动性，让筛查成效惠及
更多群众。

有所差别
高危人群可考虑防癌体检

虽然才过30岁，山西太原市民王艳
梅（化名）每年都会到山西省肿瘤体检中
心做一次防癌体检。王艳梅有着罕见的
癌症家族史：父亲因肺癌去世，大哥、二
哥也分别因胃癌、肺癌离世，母亲则患有
宫颈癌。

“考虑到她有较高的患癌风险，我们
建议她每年都来做一次筛查。”山西省肿
瘤体检中心副主任管雪梅告诉记者，与
面对普通人群的常规体检不同，防癌体
检主要针对癌症高危人群。

据介绍，需要考虑防癌体检的人群
主要包括：有癌症家族史，特别是父母、
兄弟姐妹患有癌症的人群；长期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有职业暴露的人群；有不良
生活习惯的人群，如长期或重度吸烟者、
嗜酒者等。

与常规体检相比，防癌体检的检查
手段更多，设备要求更高。

不过，目前还没有一种手段能够对
所有癌症进行统一筛查，只能针对不同
癌症进行专项检查。相比而言，防癌体
检费用也较高，一些检查还有一定的侵
入性和辐射性，并不适合所有人。专家
指出，不同癌种的高危人群有所差别，也
要有选择地进行防癌体检。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让早诊早治惠及更多人——

科学防癌呼唤“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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