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依照“最严限塑令”，新修订的《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一次性快递包装和餐
具也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北京市餐饮服务
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消费者在外卖平
台下单时，“是否需要餐具”是必选项。多个
平台也纷纷上线了这一功能，但现实中这个
选项已经被一些商家当成了摆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购买外卖时，
每次都会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但经常发现
送来的餐品中仍然包含一份甚至多份一次
性餐具。记者询问身边的消费者后发现，几
乎一半商家都会无视“无需餐具”的要求。
对此，美团客服解释，大多数商家为了避免

用户误点“无需餐具”而产生后续纠纷和“差
评”，所以就算看到“无需餐具”的选择，通常
也会提供一次性餐具。

记者调查还发现，北京“最严限塑令”要
求商超用可降解塑料袋替换不可降解塑料
袋，但一些规模较小的便民超市和果蔬店，
免费的不可降解塑料袋依然堂而皇之地在
使用。

在记者居住小区的综合便民服务站内，
卖菜的店主每天都会把厚厚一沓免费塑料
袋挂在摊位四周，任由顾客自取，经常会有
顾客买了几样菜便使用几个塑料袋装。店
主表示：“也有收费的塑料袋，主要是为了应
付检查，如果不给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客
人会不高兴，会影响生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清明假期，爱喝奶茶的黄女士发现，她常去
的几家奶茶店和咖啡馆里，曾经的纸吸管如今
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可降解的PLA吸
管。“其实纸吸管很不好用，经常会戳烂，时间稍
长就容易泡软吸不上来。”黄女士对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说。

在北京东单附近一家连锁奶茶店，年轻的
孙店长也对记者说：“现在很多奶茶店都不用纸
吸管了，因为纸吸管难用、易泡软，有时还会吃
到纸屑，消费者意见很大。除非是顾客特别要
求，我们一般都会提供可降解的PLA吸管。”那
么，饮品店为何陆续停用纸吸管？PLA吸管又
是什么环保“神器”呢？未来吸管的前景如何？

纸吸管使用体验不佳渐成“弃儿”，
可降解PLA吸管取而代之成主流

2020年7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塑令的《关于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
求，2021年1月1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及各类展会活动中，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和一次性塑料餐
具等塑料用品。一时间，各地超市、餐饮、外卖
等场所纷纷响应限塑令，积极推进可降解塑料
产品的使用，各大小饮品店也在去年初陆续“换
管”，将原来广泛使用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换成纸吸管。

一年多过去了，曾经风靡的纸吸管，如今却
基本“淡出江湖了”。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一种
叫作PLA的可降解吸管目前已替代纸吸管占据
了主流。多家奶茶店如一点点、茶百道等目前
都只提供PLA聚乳酸可降解吸管，部分蜜雪冰
城门店继续使用纸吸管，奈雪的茶、瑞幸咖啡、
书亦烧仙草等门店则根据饮品特点还提供少量
纸吸管。

PLA吸管为何如此受欢迎？业内专家认
为，这种吸管不仅比纸吸管更耐温，而且口感更
好，还可以降解。记者观察也发现，这些吸管外
包装上标注：PLA吸管也叫聚乳酸吸管，它以玉
米、小麦、木薯等植物中提取的淀粉为原料，可
以全生物降解。这种可降解吸管的外观、硬度
与塑料吸管所差无几。孙店长告诉记者，它的
适用温度大约在零下10℃到70℃，冷饮热饮都
能满足，和纸吸管相比，大部分消费者也更青睐
这种PLA吸管。

PLA吸管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热销？“应该
是2020年，我们之前是做塑料吸管的，限塑令
生效后才开始转做PLA吸管。”东莞市得拓科技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前平均一天可以
卖出两百万根左右，现在因为疫情，打包外卖的
比较多，销量远远不止这些。“要是有大品牌连
锁店订购的话，一次可卖出两千万根，而纸吸管
却只能卖出几十万根。”东莞特冠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也表示，该公司的纸吸管和PLA吸管销
量比例是2：8。

可降解PLA吸管成本较高、报废率
高，亟待进一步提升技术降低成本

目前，奶茶店为何不是全部替换掉纸吸

管？孙店长告诉记者：“可降解PLA吸管成本比
纸吸管高，如果顾客没有强制要求用PLA吸管，
我们还是会先提供纸吸管。”瑞幸咖啡的一位店
员对记者说：“像水果茶、热咖啡等用PLA吸管
更好，而冰咖啡可以使用纸吸管。”书亦烧仙草
店的店员也说：“从去年起各个门店就开始改用
PLA吸管了，如果顾客点不加小料的饮品时，我
们还会提供纸吸管。”记者在购买外卖时还发
现，甚至有一些饮品店已悄悄恢复使用普通的
一次性塑料吸管。

某奶茶品牌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塑
料吸管的采购成本每根在5、6分钱左右，纸吸
管大概在7、8分钱左右，而PLA材质可降解吸
管的报价基本为每克0.045元，每根吸管大概要
1毛2到1毛3左右。“虽然只是一毛多钱，但仍
然是一次性塑料吸管的两倍多。”该负责人说，
同样尺寸的吸管，一次性塑料吸管大约每根
0.05元，纸吸管0.09元，PLA吸管0.13元。如
果按月销3000杯奶茶计算，每月购买吸管的成
本就从过去塑料吸管的150元增长到现在PLA
吸管的390元。由于PLA吸管价格更高，在缺
乏足够监管的情况下，一些经销商又恢复了采
购塑料吸管。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目前PLA吸管的市
场表现还远远没达到预期，未来还需多方发
力。比如PLA吸管因保质期短易致性能下降，
浙江义乌一家吸管企业在2021年初生产的一
批3000箱PLA吸管，由于超过了一年质保期，
性能已大幅下降，用手一捏就呈现一种降解粉
碎状态。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翁云宣表示，2020年，聚乳酸国内产
能只有6万吨左右，现在聚乳酸产能已达到15
万吨。随着产能的增加，聚乳酸价格也会下
来。相信随着纸吸管或生物降解塑料吸管性价
比的提高，用量应该会逐渐提高。而随着未来
技术越来越成熟，PLA吸管的成本很可能会下
降。

同时，纸吸管也在不断提高和改进相关性

能。一家环保餐具工厂负责人介绍，他们有一
款改良版纸吸管销量很高，就是把面纸换成了
防水纸，改良后的纸吸管具备了较高防水能力，
不容易起毛。浙江某纸制品公司目前也在着手
研发竹浆纸吸管，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翁云宣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监管的
推进、人们环保消费意识的增强以及技术迭代
带来的可降解吸管成本下降，可降解吸管未来
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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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豪

4月1日是国际爱鸟日，时下又是候鸟迁徙季。在洞
庭湖畔栖息、在青海湖边觅食、在群山叠翠间穿梭、在湖
光山色中嬉戏，远道而至的候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活
力、增添了生机。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具有迁徙
习性的便有800多种，居我国现有鸟类一半以上。它们
随季节南来北往、周期迁徙，旅途辛苦劳累不说，还要时
时提防沿途未知的风险。

近日，国家林草局部署加强春季候鸟保护工作，要求
相关部门科学制定保护方案，确保春季候鸟迁徙安全。
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爱
鸟护鸟、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的行动已越来越多。每年
3、4月，许多地方会设立爱鸟周，宣传爱鸟意义、普及护
鸟知识、提升保护意识，让更多人加入爱鸟队伍；为让护
鸟更具合力，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京津冀鸟类等野生动物
联合保护行动方案》；利用卫星跟踪技术，我国掌握了60
余种鸟类的迁徙规律，更好为鸟儿迁徙安全护航……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为保护候鸟尽一份力？除了
防止乱捕滥猎，做到不打扰也很重要。比如近些年喜欢拍
摄鸟类题材的人越来越多，一幅幅百鸟翔集、翩跹起舞的图
片，让人们得以“近距离”观赏候鸟的多彩身姿。然而，有人
在某摄影论坛爆料：个别拍摄者不满足简单的静态拍鸟，把
面包虫塞在枝头甚至穿在大头针上，引诱鸟儿飞来觅食。
这些采取诱拍、摆拍等手段，或者驱赶、投喂等方法拍摄的
照片，极容易让鸟儿受到惊吓和伤害。希望一些摄影爱好
者在拍摄鸟类题材的过程中更加自然、友爱，这样呈现的画
面也会更自然、本真。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共同守护候鸟的迁
徙之路，留住参差多态的自然之美。

纸吸管风光不再，可降解PLA吸管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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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4月1日发布的
《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1年）》
显示，2021年全国大气环境继续
改善，平均霾日数较2020年减少
2.9天。

据介绍，2021年全国平均霾
日数为21.3天，大部分地区霾日
数持续下降。其中，京津冀、汾渭
平原和长三角等地区霾日数较
2020年分别减少6.8天、8.8天和
5.6天。全国地面PM2.5和臭氧平
均浓度分别较 2020 年下降 9.1%
和0.7%。

公报还显示，2021年我国共
出现13次沙尘天气过程，较2020
年偏多3次，具有首发时间早、强
度强、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其中，
2021年3月13日至18日强沙尘
暴天气过程为近十年来最强。

（周闻）

2022年新春，四川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新的科研园区、
科普教育试验区以及线上体验区
迎来首批体验者，整个新扩建园
区总面积达3570亩，有43只大熊
猫入住美丽“新家”。这也是全国
最大的大熊猫科普教育基地。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自
1987年建立以来，围绕大熊猫繁
殖、遗传、疾病防控开展技术攻
关，先后建成和孵化濒危野生动
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并推出大熊猫科学博物馆、科技
实验共享展馆等一批线上线下结
合的科普教育窗口。 （依明）

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
较前年减少 2.9 天

环保新探索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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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
区近日监测发现，随着天气转暖
大量候鸟来此栖息，截至目前鸟
种已达100多种，总量达1.2万
多只，其中不乏白枕鹤、青头潜
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花
脸鸭、斑头秋沙鸭、灰鹤等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 6873 公顷，是目前北
京地区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作为
国际鸟类迁徙路线和华北地区
鸟类的迁徙中转站，每年野鸭湖
都会迎来成千上万只候鸟在此
中转、栖息。截至2021年底，野
鸭湖有记录的鸟类累计有 361
种，候鸟占总鸟种的84%。

多年来，保护区累计恢复两
万亩退化湿地。2020年起，保护
区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首次
创新性地种植玉米、高粱、大豆
等鸟类喜欢的农作物，为越冬候
鸟打造“候鸟食堂”，以缓解冬季
鸟类迁徙途中的觅食难题。去
年，这片“食源地”面积达 330
亩，为越冬的灰鹤等候鸟及本地
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
良好的栖息环境。

（敏稳）

今春上万只候鸟栖息
北京最大湿地保护区

全国最大的大熊猫
科普教育基地开园绿色生活生活

天津：“低碳”菜成为“新食尚”
“这‘低碳’小番茄，不仅卖得火，

味道也真不错。”在天津市宝坻区小辛
码头村，村民孙利明边说边端起一碟
番茄炒蛋递到客人面前，请他们品
尝。从降碳到增产再到可溯源，小辛
码头村的“低碳”菜正成为当地“新食
尚”。

孙立明所说的“低碳”小番茄，产
自当地劝宝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农业

智慧大棚。走进大棚，眼前一片绿意
盎然，工人们熟练地采摘和收割各类
蔬菜。“种了几十年的菜，没想到能和

‘低碳’扯上边。”该智慧大棚负责人王
义顺说，“我们村大棚种植前些年已全
部实现电气化，本以为‘科技到家’了，
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厉害的。”

让王义顺觉得厉害的，是国网天
津宝坻公司从节能降碳角度出发而帮

助当地大棚进行的智能化改造：通过
在棚内安装智能固氮设备，直接生成
农作物所需的硝态氮；同时通过太阳
能土壤储热系统为大棚铺上“地暖”，
实现一年四季都能高效生产。“以每个
冬季可多种一茬黄瓜、西红柿为例，年
产量可增加20%左右，而且用太阳能
储热，这成本也能大幅减少。”王义顺
说。

在大棚的角落里，摆着一台类似
小型双开门电冰箱的设备。王义顺介
绍，这就是实现蔬菜生产降碳的“秘密
武器”，“生产运输氮肥会产生大量的
二氧化碳。有了这设备，像外皮清脆、
个头饱满的铁皮番茄，每亩较之前可
少购买使用60%以上的氮肥，不仅降
低了生产成本，也有助于减少碳排
放。”王义顺说，最近，他们为蔬菜设计
了碳标签，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清楚
了解减碳过程和效果，让百姓吃得更
放心、更安心。

据介绍，截至目前，国网天津宝坻
公司已帮助当地安装了8组固氮设
备，带动5500平方米大棚“低碳”蔬菜
种植，蔬菜种类涉及番茄、黄瓜、芹菜
等。 （澜欣）

中科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
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在云南省西
双版纳石灰山森林里发现了一种
顶生花序的姜属植物，经过文献
查阅和标本比对后，最终确认为
姜属顶花组植物一个新种，命名
为灰岩姜。该新种的发现为中国
姜属植物增加了一个新记录组。

（王子玄）

云南发现植物
新种灰岩姜

“无需餐具”选项成摆设，一次性塑料袋仍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