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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1日，水利部以水资〔1992〕3号文报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预审意

见。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92年2月17日以环监〔1992〕054号文批复 

你部水资〔1992〕3号文“关于报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预审意见的函”收

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环境保护的有关规

定，在听取了四川、湖北、湖南、上海、重庆等省、市环保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我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

家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批复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预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

意见。《报告书》吸取了多年来有关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长江流域和三峡地区的生态与环境的

研究成果，着眼全流域，采取多层次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方法，全面分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

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减免不利影响的对策，为工程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认为，只要对不

利影响从政策上、从工程措施上、从监督管理上，以及从科研和投资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使其减小到

最低限度，生态与环境问题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二)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的影响主要是： 

1.三峡工程可有效地控制上游洪水，提高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有效地减免

洪涝灾害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减缓洞庭湖的淤积和萎缩。 

2.三峡工程能增加长江中、下游枯水期流量，有利于改善枯水期水质，并可为南水北调提供水源条

件。 

3.三峡工程利用水能资源发电，年发电量达840亿kW·h，与燃煤发电相比，可大量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 

不利的影响主要是： 

1.水库淹没耕地，移民和城镇迁建，会加剧本来就十分突出的人地矛盾，并由此而可能加剧植被的

破坏、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 

2.目前库区工业和生活废水年排放量已超过10亿t,沿江城镇的局部江段已形成了较严重的污染带。

建库后，库区水体流速减缓，复氧和扩散稀释能力下降，将加重水体污染。 

3.三峡工程将改变库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条

件进一步恶化，对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4.三峡水库运行后，因泥沙淤积将对回水影响地区的防洪不利，长江中、下游河道出现冲淤变化，

对长江中游平原湖区低洼农田土壤潜育化、沼泽化有一定影响；下游河口的海水入侵危害有可能增加。 

5.三峡建坝后，库区水面抬高加宽，沿江部分文物古迹将被淹没，三峡自然景观也会受到影响。 

6.三峡工程运行后，将导致重庆市江段泥沙淤积、水质下降，现有给排水设施受到影响。 

7.三峡工程对局部地质灾害和人群健康等也有一定影响。 

三峡工程的建设还可能产生目前尚未被认识和潜在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三)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负

责、对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严格执行环保法规，采取得力措施，并认真落实。 

1.结合三峡工程的总体开发，认真做好库区国土规划，将城乡建设、移民安置、资源开发、水质保

护、环境整治等纳入总体规划中，制定出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综合开发方案。 

2.合理安排库区周围的工业布局，优先选择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产业；新建项目必须切实执行“三同

时”制度，并且积极治理老污染源，以确保库区总体水质符合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二类标

准。 

3.加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防护林建设和水土保持。在库区，要根据土地承载能力来确定移民区可

能安置的农业人口数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副则

副、宜渔则渔，积极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不宜强调粮食自给的方针，避免局部地区环境负荷过重而引

 



起生态与环境的恶化。要制定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规划，建立自然保护区和人工繁殖基地，加强物种保

护。 

4.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环境保护篇章，要单独进行审查。枢纽建设、城镇迁建、企业选址、移民

安置等都要分别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所有建设工程，都要力争少占耕地，不加剧现有生态破坏，不加重

环境污染，并注意保护景观。 

5.三峡工程建设规模大，工期长。必须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认真落实规定的各项防治措施。施

工后，要及时修整遭受破环的环境。 

6.进一步开展对三峡工程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的研究，抓紧对库区现有污染源的调查，并做好预测

分析，提出合理的控制对策。对于目前认识尚不清楚和潜在的问题，要继续进行研究。 

7.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库区的文物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做好考古发掘、文

物保护、迁建、复制及展示工作。 

8.建立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对建库前后的库区及长江中、下游和河口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实行全过

程跟踪监测，及时预测预报。 

9.《报告书》中已列出的对生态与环境不利影响的20余项补偿投资，必须在三峡工程总投资中单独

列项，并逐项落实。考虑到目前难以预料的各类环境问题的研究和保护，有必要国家安排专项基金或从

三峡工程的发电收益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建立三峡环境基金。 

10.制定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法规，设立三峡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以保证上述措施的落实和在

建设、运行中的环境管理。  

附件1：《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 影响报告书》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意见  

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水利部于 1992年1月21 ～24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

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的预审会议。预审专家委员会由55位专家组成(名单附

后)。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有关省市的代表88人。专家们阅读了《报告书》，听取了《报

告书》编制单位——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科研所的说明，经过认真讨论，提出评审

意见如下： 

(一)《报告书》吸取了多年来国内有关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生态与

环境的研究成果，按照国家环保局审定的《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纲》进行编写，其指导思

想和工作目标明确，选取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模式恰当，评价内容全面，为工程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报告书》针对工作规模巨大、对生态与环境影响深远的特点，采取全流域、多层次的系统分析和综合

评价方法，按23个环境子系统和68个环境因子进行了评价。《报告书》全面分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

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以及环境对三峡工程的影响，提出了减免不利影响的对策和下阶段工作的建

议。专家委员会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报告书》已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研

究。对于不利的影响，应予以高度重视，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落实，可以使其减少到最低限

度。根据以上分析，生态和环境问题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专家委员会认为《报告书》符合国家有关的环保法规，评价的范围、内容和深度达到了评价大纲提

出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对三峡工程在生态与环境方面决策的依据，在进行必要的修改后，上报国家环

保局审批。 

(二)同意《报告书》就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有利影响的分析和结论。三峡工程可提高长江中下

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是长江中下游综合防洪体系中的关键性工程措施。三峡工程在防洪上

不仅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减免长江中下游洪水对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生态与

环境的严重破坏，减轻洞庭湖区的泥沙淤积，有利于血吸虫病的防治。 

三峡工程建成后，装机1768万kW，年发电量840亿kW·h，可以代替火电厂燃煤4000～5000万t，大

量减少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造成污染。 

三峡工程有利于改善川江的航运，扩大库区养殖水面和改善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水质。 

三峡工程具有调节库容165亿m3，能增加长江枯水期的流量，可为沿江工农业供水和南水北调提供

有利的水源条件，改善生态和环境。 

(三)同意《报告书》就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不利影响的分析和对策措施的建议： 

1.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 

水库淹没是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不利影响的主要方面。必须认真贯彻开发性移民方针，制定包括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内容的库区移民安置的整体规划，并认真落实。 

鉴于三峡工程库区后备可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城镇移民安置和工厂迁建要严格控制规模，合理布

局，节约用地。农业安置要注意水土保持，严格限制陡坡开荒种粮，不宜强调当地粮食自给。因修建三

峡工程引起粮食缺口，建议由国家统筹解决。要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除发展果、牧、林

等多种经营外，粮食增产主要依靠改造坡耕地为梯田、改善灌溉条件、增施肥料和推广科学种地等措



施。 

城镇迁建，工厂企业搬迁和举办新的工程，应先搞好规划，并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环保法规，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避免造成新的环境问题。 

2.水库水质保护 

长江径流充沛，自净能力强，长江从总体上来说水质情况尚为良好。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库

区年废水排放总量现已超过10亿t，由于绝大部分未作处理，造成局部江段的水质污染，重庆等一些城

市附近已形成岸边污染带。建库后库区流速降低，水流的复氧和扩散稀释能力下降，岸边污染带问题将

会加重。随着今后库区工业和航运的发展，废污水排放量还要增加，尤其是对汞、石油、放射性物质等

污染，要给以高度重视。为此，需要作好库区水污染防治规划，并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规尽早实施。在

达标排放前提下，因水库蓄水引起污染加重的治理费用，应由工程给予补偿。 

3.库尾泥沙淤积与防洪 

三峡水库运行后，因泥沙淤积，影响库尾地区防洪，要高度重视。三峡工程上游的防护林体系建设

和水土保持，建议加快实施。三峡工程对重庆环境的不利影响，建议综合研究，提出专题报告。 

4.水生生物与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修建三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河流的水文情势，将对库区和中下游生物的多样性的水生生态

系统的结构、功能产生影响，使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条件恶化。为此，需要制定长江水生生物的

保护规划，建立自然保护区和人工繁殖基地，并在工程设计和管理运行中考虑改善它们的生态与环境条

件。 

5.自然景观和文物保护 

三峡建库后，江面水位抬高加宽，使三峡“雄、奇、险、秀”的景观受到一定影响，建议做好景观

保护和开发的规划。建库后，库区部分文物、古迹将被淹没，应依照文物保护法，进行文物调查，考古

发掘，提出文物迁移和保护的规划。在工程施工中，应加强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 

6.人群健康 

修建三峡工程有可能使库区的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蔓延或加剧，应加强调研和提出防治对策。对施

工区的环境污染和施工人员的健康，也应采取防治和保护措施。 

7.中游湖区的土壤沼泽化和潜育化 

目前，长江中游平原湖区的土壤沼泽化和潜育化问题比较严重，需要注意排涝除渍，控制地下水

位。三峡工程修建后，对于本地区的沼泽化、潜育化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尚存在不同意

见。建议进一步研究。 

8.长江口地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建成后，进入河口地区的水沙过程有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些变化预计对河口盐水入侵有些

影响，对拦门沙冲淤影响不大，对保护河槽稳定有利，对岸滩则将引起局部冲刷、淤积速度可能减缓，

河口生态有所变化。对于河口地区土壤盐渍化的影响目前尚存在不同估计，建议继续进行观测和研究。 

9.其他 

对于其他在生态与环境方面不利影响的分析和建议，专家委员会表示同意，但指出，对于三峡工程

建成后，在清水下泄和河道冲刷期间对长江中游堤防、护岸工程等不利影响，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四)关于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问题。专家委员会认为：目前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量化

难度较大，建议可先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并继续进行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重点对策，并同意在三峡工程概算中安排必要的环境补偿投资。 

重点对策建议有下列7项： 

(1)作好库区移民整体规划； 

(2)搞好库区环境污染防治规划； 

(3)加强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4)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自然保护； 

(5)优化水库调度，尽可能满足生态与环境要求； 

(6)在三峡工程发电收益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建立三峡环境基金，用于三峡工程的生态建设与环境

保护； 

(7)继续开展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学研究与监测。 

为了保证三峡工程环境效益的正常发挥，特别是为了减免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需要有一定数量

的投入作保障。为此，工程概算中应有环境补偿投资，工程收益中应支持环境保护的有关监测和科研。

《报告书》中已列出的有关项目和费用有些项目的内容、计算标准和方法尚需修改，建议在审查初步设

计时再逐项确定。 

对于《报告书》中的不同意见，建议进一步做工作、尽量取得一致。 

为了将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建议对报告中提出的需要在近期研究的课题，尽早列入



国家科研计划。  

附件2： 审查专家名单  

主任委员： 张光斗 清华大学教授，学部委员  

副主任委员:董辅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全国人大常委 

孙鸿冰 国家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 

姚榜义 水利部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  

委 员：顾 明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陈述彭 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研究员， 学部委员 

黄秉维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 学部委员 

施雅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 研究员，学部委员 

许厚泽 中国科学院武汉测地所 研究员，学部委员 

欧阳自远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陈宜瑜 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窦国仁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 学部委员 

厉以宁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 全国人大常委 

陈昌笃 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 

唐孝炎 北京大学环境中心教授 

方子云 水利部武汉水电学院教授 

陈吉余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 研究所教授  

井文涌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蔡宏道 同济医科大学教授 

王礼先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关君蔚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唐永銮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 

张 仁 清华大学教授 

夏宜瑞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 研究员 

王德铭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 研究员 

章 申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 

汪 松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 

肖荣炜 江苏省血防研究所研究员 

何迺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黄克忠 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 

徐乾清 水利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刘一辛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何孝俅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朱代忠 湖北省民政厅高级经济师 

韩其为 北京水利水电科学院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刘峻德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 

李昌哲 中国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丁国安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殷学鹏 中南水电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朱成章 能源部政法司副司长， 高级工程师 

张津生 能源部水电开发司副司长，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马梅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刘广润 湖北省地矿局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 

郑乃彤 国家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汪贞惠 国家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林 仙 国务院三经办副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赵时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库区处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劳 辉 交通部高级工程师 

谢其明 湖北省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刘昌昭 四川省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喻登荣 重庆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镇英明 湖北省荆州四湖工程管理局 高级工程师 



余超然 中国环境报副社长，主任编辑  

曾 山 湖南省环保局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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