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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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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利弊交织
。

本文仅对突变与缓变性因子进行

了分析
,

并论述了影响程度与范围
。

长江流域的开发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 研究工程

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

以及采取对策
、

兴利减害
,

使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
、

环境改善相协

调
,

工程效益方能充分发挥
。

关键词 生态与环境
,

对策
,

三峡工程

大型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新兴的课题
。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
,

修建大坝对

长江流域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尤为国内外关注
。

为此
,

国家科委从
“

六五
”

期间起委托中国

科学院组织院内外有关单位进行了
“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及其对策
”

的研究
,

取得了

系统的研究成果
,

为国家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

长江全长 � � � � 公里
,

分上中下游三段区
,

从源头到宜昌为上游
,

宜昌至湖口 为中游
,

湖口 以下至人海 口 为下游
,

上中下游分别 占总长的 �� 多
,

��
�

�务 与 ��
�

�外
。

流域面积计

� �� 万平方公里
,

包括青
、

藏
、

云
、

贵
、

川
、

湘
、

鄂
、

赣
、

皖与苏
、

沪
、

浙诸省市全部或一部分
,

上

中下游地区分别 占流域总面积的 ”
�

�多
,

��
�

�多与 �
�

� 界
。

长江流域是一个 自然与人工共

同作用的大系统
,

三峡大坝掘起于三抖坪
,

水文水势由天然状态变为人工天然状态
,

由此

带来的正负效应是长远而深刻的
,

所以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

研究课题分属的领

域有
� � 环境因素

,

如气候
、

环境地质
、

流量与水质 � �
·

生态系统
,

如陆地
、

水域
、

湖泊与河

口 近海域生态系统 � �
�

人类社会生态
,

如人群健康与移民环境容量
,

等等
。

在各课题研究

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

以明利弊
,

拟定对策
。

通过
“

六五
”

与
“

七五
”

的研究
,

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

不仅为论证提供依据
,

而且在综

合性研究方面
一

也取得了经验
。

水库对生态环境影响基本上可分为两类
� 一是突变性影响

,

二是缓变性或潜在影响
。

因论证是在工程兴建之前
,

所以研究路线除现状调查研究外
,

尚需采用类比
、

回顾与预断

等方法
。

从而为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作出评价
。

所谓突变性影响是指水库蓄水带来的影响
,

例如淹没土地
、

迁建城镇与动迁人口等
。

据统计
,

水库淹没区波及 �� 个县市
,

以 �� � 米水位方案计淹没土地 �� �
�

� 平方公里
,

其中

耕地 � �
�

� � 万亩�旱地 ��
�

�� 万亩
,

水田 �
�

�� 万亩 �
,

果园 �
�

�� 万亩
,

县级以上城镇 � 个
,

集镇 � �� 个
, � � � 余个乡

,

工厂 �劳 个以及相应的公共设施�公路
、

码头
、

输电线与电话线

路等 � �文物古迹多处
,

需迁移新建 � 以 �� �石年统计需动迁 ��
�

巧 万人�农村 � �
�

� � 万人
,

城

市 � �
,

� � 万人�
,

最终迁移人口 可达 � � � 万人之众
,

动迁人口 之多为世所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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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缓变性影响系指水库运行后
,

由水文河势改变而诱发的
,

累积效应逐步显示 出

来
,

例如长江及通江河湖中的鱼类种群变化
,

中下游区段低洼地区土壤沼泽化潜育化与盐

演化
,

冲淤变化与近海渔业等
。

这些变化在国内外类似情况下已经有所发生
,

需采取对

策
,

以防患予未然
。

为叙述方便计
,

依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简述
�

�一 � 关于环境方 �面研究进展

水库蓄水
、

急流成为平湖
、

河面拓宽
,

水流平缓
,

水位抬升浸润面扩大
,

由此带来一系

列环境变化
。

众所周知
,

水库对局地气侯有调节作用
,

影响范围垂直方向达 �� � 米
,

水平方向为

�。。�一 � � � � 米
,

年均温提高 �
�

� ℃
,

夏季月均温降低 。
�

�一 �
�

� ℃
,

在迎风坡降水量有所增

加
,

雾 日增加两天
。

水库蓄水可引发地震与山地灾害发生
。

据记载
,

该区属弱震区
,

最大震级为 �
�

�级
。

诱

发地震估计为 �一�
�

� 级 � 库区大江两岸为滑坡泥石流多发区
,

已查明
,

岩崩滑坡体共 � �斗

处
,

总体积为 ��
�

�一 �丘。亿方
,

还有泥石流沟 �� � 处
。

自古以来
,

山地灾害不断发生
,

并有

滑坡体雍堵长江断流记载
。

因水位抬升
,

基座浸润
,

诱发岩崩与滑坡的可能性增加
,

人为

活动亦为促进因素
,

建坝后水流减缓对泥沙冲刷能力降低
,

滑坡体人江
,

必然造成一系列

影响
。

同时沿岸城镇排污量增多
,

水质存在恶化趋势
。

�二� 关于生态系统方面研究进展

�
�

陆地生态系统
, ’

仑包括植物
、

动物与土地等资源
。

已查明库区共有植物 � � � � 种。

分属 � �� 属
, � � �夕个种

,

从植被类型上可分出 � � 类
,

森林 �� 类
,

灌丛 � 类
,

草地 � 类
,

农作

物 � 类
,

经济林木 �� 类
,

其
�

中有开发前途的经济植物计 � � �  种
。

另有列为保护的植物

�� 种
,

如水杉
、

鹅掌揪与荷叶铁线蔽
,

后者产地被淹需引种保护
。

库区原为林区
,

目前过度砍伐
,

覆盖率锐减
,

库区平均为 �� 多
,

沿江地段多在 �� 务 以

下
。

随着植被破坏
,

农地增加
,

水土流失加重
,

成为继黄土高原之外的另一水土流失区 �随

着植被的变化动物区系亦由森林型变为灌丛型进而演变成农田型
,

珍稀兽类锐减
,

鼠类增

多
,

易摧传染病
,

移民后靠更加重这一变化
。

水库建成
,

水域扩大
,

水禽可能增加
。

中下游有一系列湖群
,

系珍稀鸟类越冬场所
,

已列为天鹅与鹤类保护区
,

因水库运行

是 �一 , 月泄流
,

�� 一 �� 月分蓄水
,

水位变化波及湖泊湿地与浅水区的变化
,

可使珍禽栖

息地与觅食场所改变
,

群体趋向分散
,

为保护带来困难
。

已查明 �� 个县市共有 土地 � � � �
�

� 万余亩
,

其中耕地 � �  �
�

� 万亩
,

森林 �� ��
�

� 万亩
,

荒 山草坡 � � � �
�

� 万亩
,

草甸草地 ��
�

� 万亩
,

水面 �巧
�

� 万亩
,

宜农荒地 ��
�

, 万亩
,

其他用

地 �� �� � 万亩
。

人口 达 �� ��
·

� 万人
,

人均耕地为 � � 亩
,

耕地中 �。沁 旱地
,

而 �� 务 为水

田
,

� � �
“

的坡耕地占旱地 � , 多 以上
,

有的县高达 �� 一 �� 外
。

粮食单产为 �� � 公斤
。

大

多数县属扶贫范畴
,

目前人口 已经超载
,

建库区移民后靠
,

后备资源有限
,

陡坡地逐耕
,

所

以人地
、

人粮关系更趋紧张
。

�
�

水域生态系统
,

长江及两侧湖泊与河流系我国经济鱼类繁殖基地
,

也是不少珍稀鱼

类栖息与繁殖场所
。

据研究拥有淡水鱼类 �� � 余种
,

居国内江河之冠
。

列为国家保护的

有 � 种
,

属一关保护的有白暨豚
、

白鳃
、

中华鳃
、

长江鳃
,

属二类保护的有江豚与胭脂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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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调节后
,

下泄水温达 招℃ 的时间滞后半月
,

影响家鱼产卵
,

上游特有鱼类栖息地

缩小
,

库区鱼产量可望增加
,

库区鱼类产卵场倍受影响
,

下游鱼类来源大大减少
。

对稀珍鱼类影响因种类不同而异
,

目前 白豚不足 � �� 头
,

建坝后清水下泄
,

栖息水域

缩短
,

鱼类资源减少
,

饵料受到影响 �中华鳃迥游受阻
,

只有靠人工放流
,

对长江鳃与胭脂

鱼也因生境改变而受影响
。

�
�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 江河湖进行频繁的水体与悬浮物质交换
,

建坝后上游来水来

沙滞留库区时间延长
,

多渍水下滞
,

入湖泥沙量锐减
,

而江岸与河床冲刷加剧
,

冲淤发生变

化
。

研究表明
,

人洞庭湖泥沙量的 �� 汤来 自长江
。

湖盆缩小迅速
,

建坝后可减缓洞庭湖

死亡 �鄙阳湖受影响较小
,

但由于 �一 � 月份水位上升
,

�� 月份水位下降
,

湖 口拦门沙伸

展
,

削减排洪能力
。

而对荆江大堤来说
,

可减轻川江洪峰压力
,

对四湖地区防洪有利
。

对土壤沼泽化潜育化与盐渍化影响
,

随着湖泊淤积
,

形成大面积滩地与相应的沼泽

土
,

经开垦形成坪 田
,

该类农田因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高
,

一向系四水矛盾集中地段
,

荆江

河段又系地上河
,

侧渗补给明显
,

如 �一� 月江水位抬升 �
�

� 米
,

江水顶托
,

迥流
,

波及支流

达 �� 一�� 公里
,

农田排水受阻
,

必然加剧旱作物渍害
,

进而引起土壤沼泽化潜育化过程发

展
,

或使正脱潜的土壤进程受阻
。

据初步估算
,

仅中游地区受潜在威胁的农田达 �� � � 万

亩
,

原有潜育型土壤 � � � � 万亩
,

新增加 �� � 万亩
。

土壤沼泽化潜育化轻则减产
,

重则失

收
,

应予重视
。

河口 三角洲是江海交互沉积形成
,

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
,

该区雨量较多
,

总的

方向是脱盐
,

但脱盐进程则受地形
、

质地与咸水倒灌影响
。

长江北支咸水倒灌经崇明岛顶

端而汇入南支
,

所 以崇明岛北侧与通 吕运河以南地区受到影响
。

观察证明地下水位升降

同江水位关系密切
,

�� 月蓄水
,

长江流量减少
,

咸水上溯进程延长
,

势必影响沿岸地带土

壤脱盐
, �一 � 月水位抬高也有加重渍害的潜在威胁

。

估计面积为 � � � � 平方公里
。

�三 � 人类社会系统

人类生存环境可区分两类
,

一是生活环境
,

拥有的土地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
,

达到丰

衣足食
,

二是生存环境
,

指区域安全保障与环境净化
。

三峡库区所辖 �� 个县市多为扶贫单位
,

目前由于人口 压力
、

垦伐过度
,

水土流失加

剧
,

自然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不高不稳
,

人口 已经超载
,

人均耕地仅 �
、

� 亩
,

单产 �斗。公斤
,

人均 占有粮食 � �� 公斤
,

处温饱水平左近
。

淹没耕地加上二次移民 占地
,

耕地再次减少
。

与 �� 个县耕地相 比数量虽然不大
,

但

多系高产稳产农田
。

不论从生产水平
,

还是从稳产程度来看
, �一� 亩坡耕地方可抵偿 � 亩

损失
,

同时人 口不断增长
,

� � ,
。

坡耕地需退耕
� 即使按人均占有粮食 � �� 公斤

, � � � 公斤

与 略�� 公斤三个水平匡算
,

均有较大的粮食缺 口 ,

估计可达 �� 一�� 亿公斤
,

需国家统筹解

决
。

由于篇幅所限
,

只能概略地予以叙述
。

总之
,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多方面的
,

利

弊交织
。

只有对策具体
,

并切实施行
,

方可减弊增利
,

发挥大型水利工程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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