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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州地处湖南省西南边缘、云贵高原向中穹山区过渡地带的东缘坡地，南北长 57公里，

东西宽 68 公里，总面积 2210.56 平方公里，为湖南省总面积的 1.04%。地貌特征为东西南

三面高，北部低缓，中间为狭长的山间盆地；地形以山地为主，地表侵蚀和切割强烈。全县

山区面积 12161 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87.52%，森林覆盖率 78%。  

  靖州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光热同步，年平均气温

16.7℃，活动积温 3937～5260℃，无霜期 278～291 天，年平均降水量 1311mm。  

  靖州水资源丰富，总水量为 39.02 亿 m3，其中地表水为 12.87 亿 m3，地下水 2.41 亿 m3，

客水 17.96 亿 m3；多年平均降水量 27.8 亿 m3，人均降水量 6684m3，均高于全国、全省人

均水平，水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靖州县境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石灰石、黄金、金刚石、铁、锰，钒等 20 余种，

尤以金、煤、钒、石灰石、耐火黏土及锰 6 种矿物储藏多，品位高，工业开采价值大。  

  二、靖州县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及协调研究  

  1、靖州县生态环境现状  

  靖州县由于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发达，矿产丰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2005

年全县土地利用率高达 97.72％，2005 年全县耕地垦殖指数为 10.25％，土地开发利用程度

高。但当地土地垦殖率很高，人类活动强度很大，人类活动对各种动植物生存繁衍造成的压

力也很大，使植被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消失，出现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据调查，当地主

要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地退化、洪涝等几种。  

  （1）环境污染不容乐观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靖州县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但是，环境

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很大，污染程度仍处在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方的环

境质量仍在恶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些地方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2）生物多样性不断降低  

  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加快，交通日益发达，境内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空间日益减小，

严重影响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森林群落层次简单，树种单一，林中野生动物与鸟类较少。

林木结构多为次生林，原生林极少，森林质量较低。水域与湿地面积虽然较大，但受人类的

干扰与影响很大，不能成为水生与湿地动植物理想的生长环境，生物品种与数量有限。  

  （3）土地退化敲响警钟  

  由于普遍地施用化肥、农药，农村土地酸化严重，土壤出现板结，肥力和缓冲能力不断

下降，耕地质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4）洪涝时有发生  

  季风气候给靖州带来了丰富的降水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一些灾害。从多年的气象资料

看，多年平均降水为 1311mm。靖州洪涝灾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降水时空

分布不匀；二是水利设施薄弱。  

  2、 靖州县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研究  

  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地利用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

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就靖州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强度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土地利用现状既受土地自然属性的限制，又受人类开发利用、需求目的的影响，在不同

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结构，它反映了每个地区不同的土地自然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及其土地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准。  

  靖州县土地利用现状可概述为农用地占主导地位。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95.54%，其

中林地和耕地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91.07%，园地面积较小(1.30%)，建设用地占总面积的

2.18%，低于全国 2.5%的平均水平。人均土地面积 0.84hm2，不仅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也高于全省的 0.326hm2。全县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密度达 200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只有渠阳

镇，绝大多数乡镇都在 100 人/平方公里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靖州县土地利用率为

97.72%[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耕地 0.086hm2，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人均耕地

0.08hm2警戒线，但全县人均耕地面积已由 1996年的 0.092公顷减至 2005年的 0.086公顷，

所以形势不容乐观。  

  与湖南省平均情况对照，可以看到，靖州县的交通运输、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比例明显

偏高，详见表 1。而未利用土地、水利设施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比例偏低。这是人与自然的

一种高强度的平衡状态，以生态系统的强稳定性作为基础。因此，一方面，必须通过产业调

整和优化布局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使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干预强度处于一种可控制有节

制的状态；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生态建设，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抗冲击能力，实现区域土

地利用与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  

表 1 2005年靖州县与湖南省土地资源构成分类对比表  

分 类    靖州县    湖南省  

    面积(公顷)    比重(％)    面积(万公顷)    比重(％)  

土地总面积    221056.12    100    2188.55    100  

耕  地    22663.67    10.25    381.65    17.44  

园  地    2881.26    1.30    49.86    2.28  

林  地    178650.21      80.82    1189.05    54.33  

牧草地    490.07    0.22    10.47    0.48  

其他农用地    6507.26    2.95    162.29    7.42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3511.02    1.59    104.83    4.79  

交通运输用地    1038.15    0.47    8.98    0.41  

水利设施用地    267.69    0.12    19.33    0.88  

未利用土地    5046.79    2.28    262.09    11.98 

靖州县的土地利用强度大，化肥农药施用时间长、数量多、易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县城和

其他乡镇、工业排放的“三废”及生活污水和垃圾也是主要的污染源，因此，要加强污染物排

放的控制和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2）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高质量的水利建设，对于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减灾防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水利建设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环境、扰乱生态的问题。如灌溉方式对土壤肥力的

影响，修建水库对土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靖州县的地质地貌和气候环境，当遇特大暴雨侵

袭时，容易形成山洪爆发和、塌方、以及内涝。  

  在“十五”期间，靖州县交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公路的修建将动土破石，对沿线

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冲击，会引起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的流失。公路建成后，又会阻碍动

物在公路两侧的自由迁徙，对景观生态造成纷扰[2]。  

城镇建设是市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城镇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体现在城镇是比乡

村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城镇对于扩大就业，减轻庞大乡村人口对山林、田土的资源、生



态和环境压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城镇的无节制扩大，会侵占农田，毁坏山林；城市排放废

水废气废渣，对周围生态环境有直接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因此，积极推广小水电、沼气、风

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建设，对发展经济，保护山林水土具有重要意义。  

  （3）土地开发和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地开发整理，是缓解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对土地特别是耕地的巨大压力，保持耕地总量

的动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手段。但土地开发无疑将对其原有生态造成一

定的破坏，产生一定的生态影响。因此靖州县的土地在开发时，应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并

配合一定的生物工程措施，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避免造成大面积

的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  

为了在靖州县的建设与生态环境间找到平衡，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

综合效益最大化。即在城市土地开发中，既要讲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要讲生态效益与环

境效益，二者不能偏废。在一定的情况下，更要把生态环境效益放在第一的位置上，二是要

按生态规律办事。在靖州县的土地开发中，对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地点、地段，如重要

生物群落、湿地、水域，不仅要保持它们本身的原生态状态，也要从景观生态的角度，保护

它们与外界交换基因、物质与能量的重要廊道，确保它们与城郊同类景观单元之间的景观生

态的连通性。  

  土地整理方面，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农田由于整理潜力小，故不在规划范围内，因此

总体上靖州县的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但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主要

是村庄整理虽然增地系数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但牵扯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必须做好

认真细致的宣传说服工作，不能草率行事。工矿区复垦在经济方面可行性很高，但对生态环

境有一定影响。因为，废弃地一般都已有一定的植被覆盖和野生动物的栖息，重新复垦就可

能造成一定的生态环境影响。因此在靖州县的土地复垦时，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一些具

有较大生态价值的废弃地，仍应以维持现有的景观生态结构为宜。  

  （4）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建设对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靖州县土地垦殖率高，人类经济活动

密度大，更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靖州的情况看，以往开展的生态工程建设主要有

天然林保护工程、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这些建设项目

的开展，总体上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和品质，为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一个健康优美

的环境。  

  但生态建设如果规划不当，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如自然保

护区建设中，如果借自然保护之名，行旅游开发之实，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违背自然

保护的初衷，就会对保护区景观和生态造成不可恢复的损毁。又如在防护林建设中，如果重

种轻养或只种不养，则非但不能形成林地，反而因植树造林中的挖坑破土而造成植被损伤和

水土流失，结果是得不偿失。    

  三、促进靖州县各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议  

  在土地利用规划布局中一定要坚持以山、水、林、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的保护和建

设为中心，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以景观生态和优化生态系统为原则，合理布设生态用地、

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规模和格局，实现土地的生态化、山水园林化一体开发利用的发展战

略。结合靖州县的实际情况，可把靖州县划分为如下几个有代表的区域。  

  1、城镇建成区和工矿区  

  城镇建设区是主要的人类活动区，是靖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托。适度的城镇建设，

对于发展经济，安排就业，稳定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城镇建设的无节制膨胀，就会

占用大量宝贵的耕地，危害农业的正常发展，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因此，要采取合理适度的发展政策，协调好“吃饭”、“建设”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该区土地生态建设的主要规划原则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标准，统筹治理环境污染，严

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城镇的绿化建设，留足绿化用地，完善各城镇区的土地生态建

设，防止和治理地质灾害，提高城镇的环境质量，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生态环境。城

区以外地段重点保护自然风光，森林植被；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严禁破坏其植被，禁止在

重要水域地段布设城市排污口和污染项目。工矿区内矿产资源丰富，采掘业发达，对环境的

污染也大。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严格按照国家开采计划规定，合法合理开采，严格实施环

境保护与矿区生态治理，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排放均应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2、生态环境敏感区  

  本区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活动，原生的自然植被大多遭受破坏，以次生和人工生态系

统取而代之，一定的地形坡度又使地表水有较大的动能，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因此，应充分

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对于地面坡度大于 25°的耕地，必须退耕还林。同时，各种建设活

动要尽量减少破土炸石，确实不能避免的，要搞好环境影响评价，并采取各种配套措施。不

允许进行一般开发和建设，在不影响视觉美和风景名胜协调性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设置农用

地、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用地和公共实施用地。在临湖、傍河、依水、靠山、近林等环境敏感

地带，应重点布设森林、草地、风景园林休闲用地和生态农业用地；水域和滨河地段，严格

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水质保护；加强河流及水库外围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

立水处理系统，实现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加强风景名胜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加强

生态建设，注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地段[3]，加强地质灾害的防治，慎重布置建设用地；禁

止毁林开荒，强调科学种田，合理施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保护林地资源，封山

育林，严格控制有污染的建设行为。  

  3、生态水源保护涵养区  

  各城镇、集镇主要供水河流、湖泊、水库 2000m范围内划为水源保护区。要确保各城

镇、集镇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对于饮用水源要着重进行生态保护。在此范围内严禁设置包

括农药、重金属、染料、制革、有机溶剂及生活污水排放的工厂。要对水质作长期定期的监

测，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对策。  

  4、生物多样性生态建设区  

  靖州多林地，森林覆盖率高，动植物资源丰富，地势气候均适宜林业发展，生态环境优

美。必须严格保护该区的森林资源及其内的生物多样性，坚持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提升该

区对于整个县域生态系统的积极作用。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看，高海拔区域是水土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净散失区，通过各种景观廊道

向外输送水土营养物质，将对广大范围的景观生态产生影响。因此，应严格保护区域的植被

覆盖，一方面是降低土壤营养物质流失的数量和强度，另一方面也是涵养水源，确保所涉范

围河湖水位稳定、水质优良。  

  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政策与措施  

  1、加强领导  

  要始终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几大班子共同抓的做法，统一思想，

齐心协力，将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当作立县之本、生存之本、发展之本、振兴之本，

做到“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把土地利用的环

境生态的效应作为考核县、乡、村三级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2、建立土地开发利用的生态效应评估制度  

  土地开发之前要进行生态与环境的影响评价，土地开发以后，也要评估其对生态环境的

真正影响。因此要建立土地利用的生态效应评估制度。对因土地开发造成重大生态损害与环

境灾变的决策者和当事人，要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  

  3、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划定与管理  



  对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饮用水源

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程序划定，并制定规划和出台各项管理条例

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尽量不在生态敏感地区动土方、破石相。严

禁破坏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林草植被。若因某些不可避免的原因要在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开发

项目建设的，也要采取各种生物的和工程的措施，使土地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减至最小。  

  4、建立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增强上游乡镇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性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收益”的互补互利原则，建立异地发展生态补偿制度。建

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近期要抓紧建立健全以改善水环境质量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目

标，以当地政府确保所辖水环境功能区达标为主要依据，以财政转移支付或以奖代拨为主要

补偿形式，以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等为重点补偿对象，以上游乡镇政府为受偿单位

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地区间利益协调、生态补偿，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矛盾，

使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有偿化和效益化。  

  5、加快区域产业调整和产品升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必要的调整，以消除流域产业结构性污染。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

循环利用。重点推进采矿、铸造、化工、造纸、印染、医药、建材等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

实施工业废水、废气、废物的循环利用，加快污染行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对水源保护

有较大影响的工业园区，要加快生态化改造，建立循环利用机制，减少对水环境的影响。加

大重点污染行业的经营成本。通过经济手段调整产业结构和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依照有关法

规提高污染企业的工业水资源使用费、工业废水的排污费标准和污染企业的用电价格，促使

上规模的污染企业降低单位产值的耗水量和排污量，促使众多分散的小污染企业“关、停、

并、转”，逐步消除污染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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