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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与湖北环壤保护和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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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湖北省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当前主要生态问题，提出在加快湖北西部发展的大开发进程中注意生态 

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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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我国中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央已明确强调将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作为世纪之交中西部地区开发 

的根本和切人点。各级环保部门必须配合打 

好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攻坚战 ，突 

出抓好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两方面的 

工作。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正如朱 

总理在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强调的，“要切 

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这是西部大 

开发的根本。”从总体上看，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道路 ，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 ，尤其会 

使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反过来制 

约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求决策部门在推动 

地区开发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将发 

展经济与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统筹兼顾，在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注意生态环 

境的承载能力，对资源开发切勿采取“急功 

近利 、杀鸡取卵”的方式 ，避免本地区生态环 

境的进一步恶化 ，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恢复和 

改善生态环境。 

1 “西部大开发”中可能引起的生态 

环境问题 

西部开发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开发建 

设活动对本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影响。由 

于历史和人为原因，人们为尽快摆脱贫困落 

后的境况 ，或对自然财富的狂热追求，都将 

导致对 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破坏。在 

目前这笔欠帐尚未还清的情况下，若在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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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大开发”热潮中稍有闪失，必将导致一系 

列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资源衰竭 ，再添生态 

新帐，尤其是在西部现有的生态脆弱地区。 

这将使西部业已存在的资源 、人 El、生态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剧，危及到人们的基本 

生存，使大发展的愿望无法实现。 

当前湖北省西部生态环境特点及主要 

的生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1 江、河水质日趋污染，生境衰变。水生 

珍稀物种锐减 

我省西部长江 、汉江干流水质总体 良 

好，可达到地面水 Ⅱ、Ⅲ类水质标准；但大多 

支流水体污染严重，沿江城市江段部分断面 

水质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岸边污染带严重。 

由于上述江段的污染，使相关江段水域 

生态环境发生衰变 ，长江中游段 “四大家鱼” 

主要栖息繁殖的场所受到很大影响，产卵场 

范围日趋缩小，分布更加分散，产卵种群数量 

减少 ，鱼苗捕获量 1997年仅为上年的 50％ 

左右。 

1．2 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灾 

害不时发生 

湖北省森林资源第 3次复查成果表明， 

1994年全省林业用地面积 764．09×104hm2，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1．1％；其中有林地面积 

482．84×104hm2， 占 林 业 用 地 面 积 的 

63．19％，比1989年的 441．98×104hm2净增 

40．86×104hm2。但林分结构不合理，在有林 

地中用材林面积偏大(占77．3％)，其它林种 

较小，尤其是水土防护林仅占2．45％，极不 

利于森林涵水保土防风固沙等多功能效益的 

发挥 。而林业用地面积仍呈下降趋势 ，比 

1989年的 772．26×104hm2净减少 8．17× 

104hm ；且人均有林面积只有 0．07hm ，活立 

木蓄积量人均仅 2．6m’，分别只有全国人均 

0．12hmz和 9．1 的 58．3％和 28．6％。全省 

森林覆盖率 25．97％。 

总体上看 ，我省森林资源破坏十分严 

重 ，尤其以西部地区为甚 ：天然林面积下降 

速度快，人工林分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经 

济林比重偏大，防护林比重偏小。 森林资源 

分布极不均匀，重要林区采伐速 比森林更 

新速度快 ，宜林地面积因开垦和基建占地而 

大幅度减少，森林覆盖率低 ，水土流失加剧， 

丹江水库、清江流域 、汉江中游和湖北三峡 

库区国土面积之和是全省的 53％，水土流失 

面积占全省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65．5％。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山地森林资源， 

尤其山区村民为满足日常炊事 、取暖和生产 

之需 ，随意砍伐林木，浪费作物秸杆，毁坏植 

被；另外陡坡耕种，以及修路、开矿、水利枢纽 

等工程建设：造成森林植被破坏，削弱了涵水 

保土功能，从而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每逢暴 

雨等恶劣天气，往往还造成崩塌、滑坡或泥石 

流灾害，使土壤养分严重流失、肥力下降，农 

业生产条件恶化；带来江河湖库淤塞，阻碍通 

航，使水利设施寿命缩短；同时还影响景观， 

污染水体 ，使水质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 

1．3 环境生态日趋脆弱。危及捌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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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种群的生存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渐深 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结合乡镇企业内的产业 

由于 20世纪 70年代前我国人VI政策 入人心，并得到较好的贯彻；环境管理体系得 调整，对乡镇工业小区推行集中供热、截污， 

的失控与某些经济活动的失误，盲从于 “毁 到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基本纽转对自然资源 对“三废”污染源进行控制-'集中治理达标排 

林炼钢 、围湖垦荒”等对自然资源的“乱采滥 的无偿“掠夺式”开发 ；对污染物排放严格执 放；积极开展相关生态示范区建设，保护与合 

伐 、乱捕滥猎”的掠夺式开发，与某些不恰当 行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 ，使恶化的生态环境 理利用农村 自然资源 (土地、水、空气、森林、 

的工程建设的影响，以及工业“三废”的肆意 得以改善，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环境质 草场、矿产、陆生与水生生物等)，推广绿色食 

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量全面提高，为实现人们舒适的生存环境 品、有机食品；大力发展“阳光产业”和“绿色 

危害 ，使 自然资源累遭破坏而趋枯竭，引起 ——清洁、安静 、优美的最终目标创造条件。 产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促使废弃物无害 

生态系统脆弱，珍稀物种受到威胁 ，并危及 化、资源化，切实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 
到生物多样性种群的生存。从总体来看，湖 3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对策建议 3

．4 加强生态建设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北西部生态系统相当脆弱 ，若不加强保护 ， 为迎接 “西部大开发”
，

实现新世纪我省 在人们经济开发活动中无疑会涉及到 

生物多样性将难以为继 西部现代化腾飞的环境目标
，
必须坚持“污染 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但这个保 

上述生态问题也正是 “大开发”进程中 防治
、

生态保护”并重方针，有利于人类社会 护并不意味着保持该 自然的原始状态而不 

容易发生的问题 ，若不注意采取环境 “可承 的可持续发展
。

针对我省西部当前生态环境 许去触动它。除了少数地域和对象须进行严 

受发展”的策略，现存的生态退化势趋会继 中存在的主要环境生态问题
，

结合“西部大开 格保护外(如奇特的地质地貌、天然景观 、自 

续加剧，以致带来新的生态危机。 发”的实施
，

重点对水域污染、土地资源衰退、 然保护区及珍稀濒危物种等)，一般是在合 

2 “大开发”进程中的生态保护和建 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乡镇“三废”引起农 理开发利用和改造过程中进行保护，使它的 

村环境污染 ，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珍稀濒危物 自然机制能正常起作用，不致因利用改造而 

设思路 遭瓦解
， 造成生态平衡失调。而生态建设正 种的保护等突出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研究

， 

针对已存在并可能在今后“大开发”中 配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目标提出综合防治 是从这一人类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的生态环 

继续恶化的“水域污染，耕地 、湖泊萎缩 ，森 的对策。这里仅就相关的生态恢复与保护措 境与资源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出发，来制定生 

林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 ，‘三废 ’危害 ，生物 施提出我们的建议，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 态建设的总体战略。 

多样性减少”等重大生态问题 ，一方面应积 3．1 控制水域污染。恢复耕地、湖泊资源 生态建设提出在开发之前，必须进行环 

极开展多形式的环保教育 ，提高全民环境生 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执行规划应用 境的“非污染生态影响”评价，先要预测可能 

态意识，提醒人们在生产经济活动中要善待 管制及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实现占补平衡； 发生的生态问题，尽量避免或减少开发中对 

一
切 自然资源 ，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另一方 并对宜耕荒地和采矿弃地有计划地进行垦 生态的污染与破坏，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面要组织制定全省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规 殖和复垦，以保证对耕地必要的补充。 能既适应自然系统的良性演替 ，又符合人类 

划，以及长江水系水污染防治规划 ，积极开 组织对长江流域 (包括汉江)的统一规 需要和价值取向；因此 ，生态建设是将生态 

展自然保护区和各级生态示范区建设 ；在发 划 ，立法管理；制定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环境保护引向新的更高层次的战略阶段。 

展乡镇企业时应加速其产业结构调整，推行 划。加强“三废”排放管理，限制面源中化肥 、 生态建设对森林 资源要根据其 自然生 

清洁生产和技术改造，对城镇污染物排放执 农药及含磷洗涤剂的用量 ，严格控制有毒有 长规律 ，有计划合理采伐与植树更新永续利 

行总量控制；建立并完善区域(或流域)环境 害物对土地资源的二次污染；执行沿江城镇 用；草场要谨防超载放牧，对沙化区要进行封 

生态监理站，加强区域环境生态质量的监测 污水达标排放及其污染物总量控制，按水体 育，结合人工补种；对某些特殊植被类型的草 

和管理。同时还要健全环保法规，加大执法 功能区划要求 ，确保饮水水源区水体符合国 原和原始森林 ，以及濒危 、珍稀物种栖息地 

力度 ，对肆意破坏 自然资源、污染或损害生 家地面水质 Ⅱ类标准。湖泊湿地严禁围垦、 (森林 、草原、水域与湿地等)，应开展对野生 

态环境 、造成重大后果者应依法查办。只有 填湖开发。 动、植物资源的普查，建立各种类型和级别的 

自然保护区和禁猎(捕 )区，或规定禁猎(捕) 全力以赴“
三管”齐下 ，方能扭转历来对生态 3．2 恢复森林植被，控制水土流失 期

，建立物种基因库 ，保存和繁衍物种 ；开展 环境的“欠帐”
，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 严禁乱砍滥伐，陡坡开荒；实施封山育 人工引种驯化等科学研究

，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趋势得到控制
，部分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 林 、退耕还林 (草)、增加植被覆盖率等措施

， 落实《湖北省 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建 善
，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自然恢复原有生态系统；重点建设好长江 立健全 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

。 加强生态建 从以上分析看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重点 中、上游防护林带(湖北三峡库区)；采用“坡 设

， 开征资源开发补偿税 ，建立各级生态监 应放在如何控制
对 自然资源的无偿 占有与 改梯”、生物篱 、人工林等生态工程来重新建 理站

， 强化立法管理等措施，及早扼制 目前 “掠夺式”
开发，以及乡镇企业的“无章经营” 设新的生态系统

， 使防护林面积增加。做好 “森林锐减
、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扩展 、 所

引起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加剧，防止造 各流域
、 库区及山区的水土保护规划，并加 资源枯竭

、水源污染、物种绝灭j：等生态恶化 成生态环境劣变带来的
生态危机隐患 ，消除 强监督实施验收，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趋势的扩展 ，才有利于加速生态恢复或更 
直接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严重影 3

．3 扼制“三废”排放。减少农村环境污染 新
，有利于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 

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来考虑 ，使 认真编制乡镇环境规划
， 实施 “农村环 (责任编辑 慧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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