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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梁福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移民管理咨询中心，湖北 宜昌 <<=$$=）

摘要：在分析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

关对策：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环境保护规划，健全环境保护工作机制；出台

环境保护法规，依法开展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环境保护

效益；进行有关理论、科技、政策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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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

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跨越大巴山及鄂西山地，位

于北纬 !%A=#B C =#A<<B，东经 #$;A<<B C ###A=:B之间，

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的 !$ 个县区，总面积约 ?D: 万

E3!，总人口 = $$$ 万人，其中三峡工程城乡移民 #!$
万人。库区土地面积约 #= 万 E3!，其中耕地面积

!#<D<<? 万 F3!，山地约占土地面积的 "<D#G，是典

型的人多地少山区。目前，三峡库区山高坡陡，人多

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低，

地质灾害频发，污染严重，百万移民的搬迁安置更是

增加了库区生态环境的压力，是我国生态环境的敏

感区、脆弱区和易污染、易破坏区［#］。

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目前主要

采取了如下措施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 政策方面。#::; 年成立了下属国务院三峡

工程建设委员会的三峡生态与环境保护协调小组，

!$$# 年成立了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及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

体规划》与《三峡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以指

导和促进三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年后，国务

院先后提出了“两个调整”（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大量

外迁安置调整和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和“两个防

治”（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水污染防治）政策，对

保证库区生态环境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国

家强化对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执法

检查，定期、不定期地对三峡库区的企业、水域和沿

岸进行检查，以加强对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的管理

力度。

$# 具体措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会同国家环保总局于 #::; 年组建了三峡工

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对三峡工程涉及的生态和

环境问题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测，已连续 #! 年向国内

外发布年度监测公报；#在各县的移民安置规划中

编制了移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移民外迁。近 %
年来，三峡库区已完成近 !$ 万人的农村移民外迁，

为减轻库区人地矛盾、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显著作

用；%破产关闭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搬迁企业。目

前库区已破产关闭这类企业近千家，可削减 HIJ 排

放量 #D; 万 7 K /；&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按照《三

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投资 <$ 亿元用

于规划库区 !$ 个区县兴建城镇污水处理厂 !# 座

（污水总处理规模 #;:D; 万 7 K L），兴建城镇垃圾处理

场 <# 个（垃圾总处理规模 ?=%$ 7 K L），确保到 !$#$ 年

库区及其上游主要控制面水质基本达到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类标准。到 !$$" 年底，库区规划兴建的

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已基本完成建设并投入使

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三峡库区地质

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将投资 #!$ 亿元（一期治理 <$
亿元，二期治理 %$ 亿元）治理库区崩滑体 "#? 处（近

期治理 #:? 处），实施监测预警 ?<! 处。现库区一、

二期规划的治理项目大多数己顺利完工；)国家在

政策和资金上倾斜库区水土综合治理，积极推进库

区长江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小流域水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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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还草等农业生态工程和生态建设综合治理

的“青山绿水工程”。到 !""# 年底，三峡库区治理水

土流失 ! 万 $%!，其中安排造林计划 &" 万 ’%!，退耕

还林、还草数万 ’%!，兴建基本农田 () 万余 ’%!，营

造经济果林 !" 万余 ’%!，使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了 !*+，进入库区的泥沙减少了 #"+；! 建立了 (!
个陆生生物和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实施了对荷叶

铁线蕨、疏花水柏枝以及中华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

特有鱼类的保护工作，使库区一大批珍稀植物和珍

稀动物得以保存；"采用高新技术进行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三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项目采用了“,-”

（遥感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高新技

术，监测精度达到 ( ./""""，信息提取准确率达 )/+
以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每年定期发布的《长江三峡

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三峡库区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移民安置、搬迁企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工

作进展顺利，库区水质、水土保持等生态环境基本良

好［,］。但由于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

出，加之百万移民大规模搬迁安置给库区生态环境

带来了诸多可变因素，因此，目前库区生态环境仍存

在着如下主要问题：

"# 水库蓄水加剧了库区地质灾害。三峡库区

系古滑坡、坍塌和岩崩多发区，水库蓄水后会诱发地

震、滑坡和库岸坍塌。

$# 水库蓄水增加了水污染防治难度。三峡水

库蓄水后，水深增加，流速减缓，江水自净能力减弱，

部分支流口形成的库湾受回水顶托影响，易出现水

域富营养化现象。

%# 安置百万移民给库区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

力。三峡工程建设淹没库区大量土地，同时需要就地

安置城乡移民 ("" 万人，还需要搬迁城市 ! 座，县城

(( 座，集镇 ((# 个，复建为数众多的工矿企业、公路桥

梁、港口码头、电力通讯等，粗略统计需要占用土地 (
万多 ’%!，使库区人地矛盾更加尖锐。同时，安置 !"
多万农村移民要占用大量土地，毁坏植被，加剧水土

流失，对库区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 水库消落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三峡水库

将在库岸带 (*/ 0 (1/ % 水位之间形成一个落差达

,"% 的季节消落区，面积达 ,*)2&, $%!。在水位周

期性涨落影响下，消落区易成为腐败型沼泽地带，危

害人群健康，并造成崩塌型地质灾害、库岸带裸秃荒

漠化等问题，危及部分城镇和农村安全，对库区水岸

生态系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 对 策

为进一步加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

保三峡库区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移民安居

乐业、社会和谐、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生态库

区，提出如下建议：

"#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库

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通过报

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宣

传教育，让人们了解库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增强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意识，自觉减少污

染，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 完善环境保护规划，健全环境保护工作机

制。应研究制定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略，

组织编制《三峡水库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及配套

规划，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坚持政

府领导、各方参与、综合治理、稳步推进、讲求实效等

原则，运用生态环境学、生态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

可持续发展理论，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统一

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依靠科技支撑，协调好经

济发展、移民安置、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移民脱贫致富、生态

环境保护良好、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

%# 出台环境保护法规，依法开展环境保护工

作。应通过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手段，贯彻实施一系

列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国家及重庆市、湖北省人民

政府应组织力量，尽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三峡水库生

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关系、利益及

职责，依法开展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 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建立健全

水库管理机构，制定系统配套措施，采取经济、行政

和法律等多种手段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证库

区用水、地质和生态环境安全；$在库区全面推进清

洁生产。加强工矿企业“三废”治理工作，强化库区

水、气、噪音的防治，确保城乡生活废水、工业废水、

废气、噪音及船舶废水排放达标；%采取“一池三改”

措施，控制人、畜、禽粪便随意排放，推广低毒低残留

新型农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防止乱施滥施农药、

化肥，努力控制和防治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库

区水土流失。结合工程治理、生物治理，采用高新技

术对山、水、林、田、路进行配套整治，统筹实施长江

防护林、水库生态屏障带建设，以及天然林资源保

护、小流域水土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水土保持工程

和农业生态工程；’有序实施生态移民。生态移民

是解决库区人口超载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确保生

态环境安全的战略性措施。据测算，三峡库区生态

移民搬迁安置人口为 !" 万人，中央、重庆市、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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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研究制定生态移民政策法规

和管理办法，适时编制生态移民规划，采取农业安

置、二三产业安置、自谋职业安置、劳务输出安置、教

育培训安置、城乡统筹转移农村移民安置等多种模

式，并多方筹措资金，加大政策信息宣传及科技培训

力度，强化管理，促进生态移民有序进行；!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三峡水库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为库区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奠定基础；"科学实施水

库生态调度。水库调度要统筹兼顾防洪、发电、航

运、供水及生态等，合理制定水库生态调度方案，科

学实施生态调度，确保库区水环境和河流生态健康。

!" 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环境保护效益。科学技

术在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可

显著提升环境保护工作的水平和效益。#库区政府

要制定并执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倾斜政策，提供良

好的试验研究和生产经营的“软硬件”环境，同时加

强国内和国际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学习和借鉴先进

的环境保护技术和成熟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模式；

$加强库区防灾减灾工作，建立灾害综合防御体系，

包括防灾减灾技术体系和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等，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推广循环经济，加强库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在农村推广运用循环经济中，

要配套开发大农业的山、水、林、田、路，利用现代科

学技术设计生态工程，逐步建立农村循环经济和生

态农业技术体系，包括库区生态农业系统的优化组

合技术、农副产品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立体种养技

术、环保生态工程技术、高效生态农业技术、精细农

业种植加工技术等，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推

广运用城镇循环经济中，要加强城镇废物综合利用

和废旧资源回收利用，重点推进对高效低能的城镇

污水处理技术与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应用和推广国内外先进的节能降耗减排技术、污

染防治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环境生物技术，促进城

镇治污及循环经济的发展；&开展消落区生物治理、

工程治理和高新技术治理的科研试验工作。要研究

工程治理的环保、材料、设计、施工等技术和措施，研

究生物治理的耐淹水陆两栖植物栽培和植被恢复及

生态保护模式等，充分提高治理的综合效益；’开展

水环境治理与恢复的关键技术研究，尽快开展污水

再生全流程技术、经济高效污水回用技术、雨水水文

循环修复技术等的研究工作；!引进和采用新方法、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加强库区生态环境监测、

预警及综合管理工作。

# " 理论、科技、政策和管理创新。三峡库区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中出现了诸如水库生态调

度、水环境保护与恢复、地质灾害防治、消落区治理、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问题，需

要及时研究，并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政策创新

和管理创新。#要在综合分析三峡水库现状调度方

式对水生态影响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模拟自

然水文情势的水库泄流方式、降低水库温度分层影

响、库区泥沙调控及水库富营养化、防污调控、维持

库区水生态健康及下游河道基本功能需水量等理论

及方法，研究和创新“蓄清排浑”、“人造洪峰”、“干支

流错峰调度”等水库生态调度方式及技术［!］；$研究

水环境保护与恢复问题，引进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水

资源综合管理和水污染治理的理论模式和技术，如

水资源综合管理、面向可持续的水管理、需水管理及

水区管理等，并结合三峡水库实际进行创新，从以往

单纯的水污染控制转变为全方位的水环境恢复，由

单项技术研究转向综合治理策略研究；%研究建立

新的用水模式和技术，发展健康的水循环工程，包括

节约用水、污水深度处理和有效利用、污水厂污泥回

归农田、恢复城市雨水循环途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以及水资源统筹管理等［"］；&有针对性地研究库区

地质灾害防治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

新材料，努力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的效率和效益；’加

强研究消落区治理和管理工作中涉及的资金筹措、

库容占用、泥沙淤积、科技治理、新开发土地的使用

权属、土地使用性质转变及审批等新问题，并在管

理、政策等方面创新，确保消落区治理和管理效益；

!建立小流域水环境恢复及水土综合治理示范工

程，积累经验，为实现更大规模的水环境恢复及大范

围水土综合治理提供借鉴；"对库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要创新思路、创新管理，“多条腿走路”，结合行政

行为和市场行为，统筹利用国家资源、社会力量、科

技力量，国内外多方筹措资金，优化保护方案和技

术，优化管理，努力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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