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科普材料 

目的：  

加深全国中学生对地球环境现状的认识，了解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危害，学

习塑料制品的分类及回收，应用绿色「4R」概念，即「Reduce（减少）」、

「Reuse（重复使用）」、「Recycle（回收）」和「Replace（替代）」，于日常生活

中进行创作，从而培养青少年群体的绿色、低碳和健康的生活意识。 

透过社会实践挑战来处理塑料废物，以及回收塑料瓶作为材料，制作富绿

色生活色彩的创意实用工具，带出绿色生活精神，提高公众对塑料之危害性与

可持续性的认识。鼓励人们减少使用即弃塑料，并选择更环保的替代品，将环

保意识贯彻至生活细节，让生活更健康、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活动背景--我们所居住星球的环境现状 

地球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2023年成为

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比

工业化前（1850-1900 年）基线高出了 1.45°C。

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主要温室气体的

浓度在 2022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其中，二

氧化碳的浓度水平比前工业化时代高出了 50%。

海洋受到热浪的侵袭，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粮食系统遭受损害。全球基准冰川遭受

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冰量损失，南极海冰范围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值。 

塑料污染是由于塑料制品如包装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具、塑料瓶等在使用

后被弃置成为固体废物，难以降解处理，给生

态环境和景观造成的污染。自 1950年工业革命

以来，全球已经产生了超过 91亿吨的塑料。这

些塑料无法在环境中自然分解，导致堆积如山

的垃圾。塑料排放二氧化碳，同时限制海洋吸

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加剧气候危机。管理不善

的塑料垃圾可能威胁海洋作为碳汇的能力。 

 

 

科普知识要点（1）--塑料制品分类 

塑料制品根据其性质和可再利用性可以分为不同等级。以下是塑料的七大等级

分类： 



1.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是可回收的塑料，常

见于矿泉水瓶、色拉酱瓶、化妆品容器等。 

2. HDPE（高密度聚乙烯）：同样是可回收的塑料，常见于洗

衣液瓶、牛奶瓶等。 

3. PVC（聚氯乙烯）：不可回收的塑料，常见于浴帘、泳池

玩具、充气玩具等。 

4. LDPE（低密度聚乙烯）：这种塑料可燃，适用于垃圾填埋场的覆盖材料。常

见于盒装果汁、牛奶纸盒上的塑料膜。 

5. PP（聚丙烯）：可回收的塑料，常见于酸奶塑料盒、黄油塑料盒等。 

6. PS（聚苯乙烯）：不可回收的塑料，常见于泡沫塑料。 

7. 其他类：这是一个初步的区分，实际中有些物品可能因经济效益和材质问题

而无法真正进入循环再利用体系。例如，7号塑料虽然被归类为可回收范

畴，但因材质特性，进入再制流程会有困难。 

科普知识要点（2）--处理方式 

塑料废物的处理方式多样，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填埋：填埋是处理废旧塑料的传统方式。塑料密度小、体积大，不易分解，严

重妨碍地下水渗透。此外，塑料中的添加剂会造成土地的二次污染，大幅降低

填埋场处理垃圾的能力。尽管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但隐患和危害较大，塑料垃

圾填埋对资源利用率低，并不是理想的处理方式。 

回收再利用：这是将废塑料分类、清洗、破碎成碎片，然后进行机械分选，将

不同种类的塑料分离出来再利用，机械分选技术成熟且商业化。 

焚烧发电：少数大宗塑料（如宝特瓶 PET）通常直接以焚烧发电方式处理。其

他塑料则因种类杂、量少，无法经济规模回收，也会被焚烧。焚烧是广泛使用

的一种方法，它可产生大量的热能，但焚烧塑料垃圾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

体，释放出有害物质。为控制污染，需要通过完善的控制系统让塑料垃圾燃烧

充分，并配套完善的烟气净化系统进行处理。 

生产液态燃料：使用热裂解技术，将塑料分解为燃油。虽然成熟，但能源需求

高，且产生的燃油组成复杂。废旧塑料热裂解是一种化学分解方法，运用此技

术可以将废塑料转化为燃料油、炭黑、可燃气体等高附加值能源产品。热裂解

的核心工艺为无氧裂解，通过对废旧塑料的间接加热将其分解为小分子有机挥

发物和无机焦质炭黑，再配套冷凝系统，将塑料中的油分冷却成重油，重油可

作为燃料燃烧，也可进一步精炼，用于柴油燃烧机及重型机械中；炭黑也可二

次应用于工业领域；可燃气体用于热裂解系统的供热。 

生产单体或原料：利用化学法回收技术，将塑料分解为塑料单体，再合成再生

塑料。这需要改质，且成本较高。再生造粒是物理性回收利用塑料垃圾的方

法，大多数可回收的塑料经机械加工分解成颗粒，然后重新制造成新的塑料产

品，如包装材料、座椅或衣物。然而，再生造粒方法也有局限性，不适用于塑



料薄膜、小袋和其他层压塑料，通常这些材料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或进行焚

烧。 

转换成有机碳回收：适用于生物可分解塑料，将其当作有机废弃物，例如堆肥

生产肥料或沼气。 

需要注意的是，塑料回收技术仍有许多挑战，包括资源浪费、能源消耗、回收

率低等，我们需要综合不同方法，建立循环经济的完整途径。 

科普资料由澳门科学馆整理 

案例分享：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重要的末端处置设

施建设项目。目前，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共有 12台 750吨/日的焚烧线，2台

30兆瓦及 3台 50兆瓦的汽轮发电机组，每日消纳上海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 11000

余吨，占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近 1/3，已成为全世界单体处置规模最大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支撑老港生态环保基地打造“上海固废百年处置基地”的核



心项目，更是国内焚烧发电行业中的标杆项目。能源中心年处理垃圾量 300余万

吨，年发电量 16亿度，可替代标准煤 50余万吨。由于填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对

温室效应影响是二氧化碳的 25 倍，垃圾焚烧处置相对于填埋对碳减排的作用更

加突出。 

案例信息由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