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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5_BC_E5_9E_83_E5_c57_614286.htm 住宅大楼垃圾管道经

多年使用后，管内藏污纳垢，成了居民楼里的污染源。近年

有不少管道已被封闭，但也有小区在实施中遇阻。目前本市

还在使用的垃圾管道共有1171条。上海市环卫局近日下发《

进一步做好本市住宅大楼垃圾管道工作的指导意见》，争取

在5年中封闭80%以上的垃圾管道。 垃圾管道是老住宅的“历

史问题”，不过时下新建商品房仍难见合理的垃圾投放途径

。要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无论观

念改变还是实际操作，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田林小区

一幢楼里，两派意见相左，僵持至今 钦州南路某小区共有3

幢29层住宅楼，其中2幢垃圾管道已经封闭。2号楼内关于垃

圾管道封闭与否的争议持续了3年，至今仍是僵局。 丁老伯

接受采访时拿出了《上海市物业管理条例》，说：“更改公

用设施用途要征得业主同意，这是我们的权利。”同楼住户

吴阿姨说：“我也没有同意。” 为封闭管道，在这幢楼里征

询过好几次意见。居委会发公示、印表格，挨家挨户上门征

求签名。大楼每层12户，共148户人家，响应者未过半数。靠

近垃圾管道口的住户坚决要封，而一些老年居民则反对说：

封闭管道会带来不便。平时3部电梯只有2部能正常运行，如

果高峰时拎着垃圾袋乘电梯，难免产生摩擦。若楼面上放回

收桶，会挤占安全通道，也不能有效减少污染。丁老伯认为

应加强管道口和垃圾房的清洁、消毒，封闭并非防治污染最

好的办法。 记者跟丁老伯到他居住的23楼察看垃圾投掷口，



走廊转角有专用小间，只需翻拉小铁门就能方便地投掷垃圾

，但仍有人把垃圾包随手丢在地上。小屋白墙上有斑驳的污

点，居委会阿姨说：“这墙才装修没多久。” 管道从29楼下

伸到底层垃圾房，铁制的倾泻口高悬在离地近3米的顶部，垃

圾袋从高处下坠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落地时业已破损，菜

皮果壳、汤水纸屑四处溅开。垃圾房内潮湿、滑腻，在零下3

℃的寒风中仍散发出难闻气味。 在另两幢管道封闭后的大楼

垃圾房内，白色瓷砖墙外装着不锈钢门，开了一个小窗口，

由此投入的垃圾袋被房内置放的回收桶承接，盛满后换桶。

居委会干部说，这两幢楼在实施封闭中，也曾遭到部分居民

反对，封闭后还一度被撬开过，最后终因多数人支持再度被

封上。门口几位阿婆说，已经习惯了把垃圾带到楼下，每次

下楼还能跟邻居说说话。 居委会干部曾在2号楼有较多人同

意的10个层面摆放垃圾回收桶，结果只放了几个小时，10只

垃圾桶就全被搬到了居委会办公室。此举并非放置楼层的居

民所为，而是几家不同意封口的居民采取的行动。这些举动

反过来又激化矛盾，居民间的对立情绪已超出封与不封之争

，僵持至今。 吴阿姨说如在抗非典时封管道，也就做成了。

看来，以反对派代表接受采访的吴阿姨也并非不可松动，她

对记者说：“如果政府有文件规定要封，我还是能接受的。

” 2 建筑师对今日上海生活估计严重不足 住宅楼内垃圾管道

清理的难度，并非今天才被觉察。曲阳新村商建大楼小区的3

幢高层住宅楼内的垃圾管道从未启用过，于是居民们也就养

成习惯，把垃圾带下楼集中处理。不过，这般有意控制管道

的大楼似属绝无仅有。 市环卫局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住宅大

楼内置垃圾管道最早是前苏联、法国等地传来的“舶来品”



，但那些寒冷地带与上海的气候条件、人口密集度不尽相同

。淮海路上底层为妇女用品商店的培文公寓建于1930年，楼

内设有5条圆铁管制成的垃圾管道。每户厨房后门外，有两家

合用的清洁小屋，拉开形如簸箕的铁斗，这幢法式公寓的住

户足不出户就能倒垃圾。有居民提出要把老管子封掉，但因

部分居民反对，尚未实施。而淮海路常熟路口的老公寓愉园

早几年就封闭了楼内的垃圾管道。 无论是法式建筑，还是新

上海公寓，建筑师对今天上海人的生活都是估计不足的。垃

圾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杂，体积越来越大，回收方式却越

来越少。住宅管道必然像马路交通那样拥堵、混乱，难以整

治。静安区江宁大楼和京西大楼的居委会干部告诉记者，京

西大楼有过一次管道被卡，“像‘肠梗阻’一样堵到3楼，清

洁工只能钻进极其龌龊的管道里，一个在下面用木棍朝上捅

，另一个吊在4楼管道内，双脚腾空，拼命踩断横搁在半空的

木板，险象环生，看着也吓人！” 3 管道封闭，观念与操作

皆有难点 香港淘大花园因管道污染导致300多人感染非典的事

件发生后，本市部分小区实施了垃圾管道封闭。封管的最大

难点在于居民观念的转变。华亭宾馆附近有9幢高层建筑，曾

经是上海上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住宅，大楼垃圾管道已经封

闭了几年。高建物业二分公司的张经理对记者介绍说：“有

个威信很高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做了很多工作，从居民实际利

益出发做宣传，让大家晓得环境卫生搞好了，对整个物业都

能起到保值、升值的作用，也能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这样

矛盾就比较容易化解。” 封闭管道后，如采取每层楼面置放

垃圾桶的办法，清洁费用就会随之增加，这也是部分居民担

心的问题。目前建龄20年以上的物业，多属售后公房，平均



每平方米物业管理费仅0.23元，难以支撑封管后的保洁运营。

而政府对售后公房物业管理费有过明文规定，不允许擅自提

价。有位物业管理员给记者粗算一笔账：每层一只垃圾桶每

天要更换2次大塑料袋；每个保洁员月最低工资不得少于690

元，一名保洁工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但楼内清洁半天

都不能停。以售后公房每家5到10元的物业管理费，难以支付

保洁开销。这也是一些小区物业管理者对封闭管道不甚积极

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也许可借鉴漕溪北路徐汇新村小区

的成功经验，张经理说：“保洁开支加大后，我们没有向居

民摊派，而是用小区停车和大楼广告收益支付，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这能让大家比较满意吧。” 市环卫局在改造住宅垃

圾管道的计划中还表示，将鼓励有条件的住宅改建垃圾收集

工艺，如建立“管道气力输送分类系统”等，如能获推广，

垃圾收集方式的改进将迈出重要一步。 4 垃圾投放的合理路

径至今未引起重视 如今，垃圾管道在新建商品房中已不复存

在，但高密集度的居民楼内如何安排垃圾投放的合理路径，

仍未引起开发商和建筑师的足够重视。即使最新竣工的商品

房，也很少见到专用垃圾房或摆放回收桶的位置。于是，垃

圾桶侵占安全通道成为很多新大楼内不雅的内景，而在自带

垃圾下楼投放的小区里，因怕麻烦而高空抛物、伤及路人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汪效安说：

“我认为这些管道应该封闭，因为管道大多比较狭窄，很难

彻底清洗和消毒，管不好就是一个污染源。再说仅用一个通

道，不改变混合倾倒、混合运送的方式，也使得垃圾分类和

有效回收工作成为纸上谈兵。” 汪效安对记者说：“民用建

筑设计有节能标准、抗震标准、防火标准，但没有垃圾管道



标准，开发商和设计方面也没有做专门考虑。在公共卫生和

环保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们确实应该从垃圾倾倒方式开

始，为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做好充分的准备。”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