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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水域面积、水文环境、水环境质量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方面阐述了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过程, 分析了当前洞庭湖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及原因, 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开展绿化工程、加强蓄洪能力建设、调整湖区产业结构、控制污染”等综合性的生

态环境保护对策及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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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段南岸 , 东经

111°40′～113°10′、北纬 28°30′～29°31′, 总 面 积 18780km2, 其

中湖南省境内 15200km2, 占 80.9%, 是目前长江出三峡进入

中下游平原后 , 唯一与长江干流并连的吞吐型大湖 , 不但维

系着湖区及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的防洪安全 , 也是广大湖区

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包括国

际湿地公约局、世界自然基金会 ( WW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全球环境基金 ( GEF) 等 , 以及挪威、德国、澳大利亚

等国使馆及相关援助机构 , 都积极参与洞庭湖洪水治理和湿

地保护工作。WWF 和 GEF 还相继把东洞庭湖湿地作为项目

点。然而 ,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人类重大工程干扰等 ,

使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 , 如水域面积不断缩

减、洪涝灾害加重、渔业等生产资源下降、水体污染、自然生

境破坏和生物灾害频频暴发及生物多样性显著减少等。因

此 , 研究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和趋势 , 深度剖析当前

面临的主要问题 , 对于洞庭湖湿地保护及其经济、社会、环境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洞庭湖的生态服务功能

1.1 洞庭湖湿地是经济系统中原材料输入的来源和重要的

生物多样性维持地, 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提供栖息地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湖泊 , 其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 , 为

多种珍稀动植物 , 尤其是湿地水禽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据

现有资料统计 , 区内有维管植物 1428 种 , 鱼 类 114 种 , 鸟 类

217 种 [1]。洞庭湖也是我国最早被列入国际重要水禽生境名

录的七处湿地保护区之一。洞庭湖特有的水热条件 , 为湖区

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 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 , 自

古就有“两湖熟 , 天下足”的美誉。同时 , 洞庭湖湿地可为工业

发展提供原材料 , 如造纸用材料———芦苇和杨树等。

1.2 具有超强的调蓄洪水和气候调节功能

湿地由于其特殊的结构 , 其作用类似于海绵 , 能 将 过 量

的水分储存起来并缓慢地释放 , 达到削减洪峰 , 均化洪水的

作用。从地理联系上分析 , 洞庭湖承担着调蓄长江和湖南“四

水”的重要任务 , 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维持长江流域和洞庭

湖区的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同时 , 通过湿地及湿地植物

的水分循环和大气组分的改变 , 可调节局部地区的温度、湿

度和降水状况 , 调节区域内的风、温度、湿度等气候要素 , 从

而减轻干旱、风沙、冻灾、土壤沙化过程 , 防止土壤养分流失 ,

改善土壤状况。

1.3 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舒适性服务

包括娱乐机会、野生生物观赏、美景所带来的愉悦感 , 以

及其他一些与环境使用没有直接联系的服务 , 今后可逐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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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

1.4 分解、转移、容纳经济活动的副产品

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系统和开敞 水 面 生 态 系 统

之间的过渡带 , 其健康状态与两者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 , 在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2 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过程

2.1 水域面积的演变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 , 洞庭湖可谓经历了沧桑的变化 , 泥

沙淤积和人类不合理的开垦利用等导致洞庭湖的水 域 面 积

由以往的全国第一退缩到现在的全国第二。魏晋南北朝时 ,

洞庭湖区湖泊总面积 6000km2 左右 ; 唐宋时期减至 3300km2

左 右 , 元 明 时 期 , 洞 庭 湖 面 积 有 所 扩 大 , 清 朝 末 年 进 一 步 萎

缩 , 至 2003 年湖泊面积已萎缩至 2625km2。遥感图像研究表

明 [2] : 1930- 1998 年的近 70 年 , 洞 庭 湖 的 湖 面 面 积 在 不 断 减

小 , 斑块数量在不断增加 , 湖泊退化非常明显。湖泊面积从

1930s 的 4955km2 降 低 到 1998 年 的 2518km2, 共 减 少 了

49.2%。其中在 1930s—1950s, 1950s—1978s, 1978s—1989s 和

1989s—1998s 期间分别减小了 19.1%, 20.7%, 8.0%和 1.4%。平

均斑块大小也从 1930s 的 4.21km2 下降到 1998 年的 1.71km2。

2.2 水文环境的演变

洞庭湖不断缩小的根本原因是泥沙的淤积。洞庭湖不仅

承接湘、资、沅、澧四水水沙 , 还吞入由荆江三口分泄的长江

水沙 , 经湖泊调蓄后由城陵矶吐入长江。长江水沙条件与河

床变化势必引起洞庭湖的连锁反应。从 1949 年以来 , 由于

“四水”中上游山丘区森林植被破坏严重 , 水土流失强烈 , 每

年洪水季节都有“四水”和长江“三口”大量泥沙入湖淤积 , 据

1951—1998 年实测资料统计( 表 1) , 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泥

沙量为 1.73 亿 m3, 其中荆江三口入湖泥沙量 1.40 亿 m3, 占

80.7%; “四水”入湖泥沙 0.33 亿 m3, 占 19.3%; 而城陵矶多年

来平均输沙量为 0.45 亿 m3, 仅占人湖泥沙总量的 25.8%, 淤

积在湖内的泥沙量每年为 1.28 亿 m3。从 1951—1998 年来淤

积湖内的泥沙总量约为 60 亿 m3。湖床平均每年淤高 3.7cm,

每年新增洲土 4130hm2, 以西洞庭湖最为严重 [3]。自 1950 年

后泥沙入湖总量有减少趋势 , 但泥沙淤积总量占总入湖量并

无太大差异。与 1949 年相比 [4] , 洞庭湖容积减少了 126 亿

m3, 减少 43%, 以致调蓄能力下降 , 给湖区防洪排涝和环境污

染等带来严重影响。

2.3 水质质量演变

自 80 年代后大力发展工业后 , 洞庭湖的水质污染明显

加重。目前洞庭湖水域总体水质尚好 , 但总氮、总磷污染突

出 , 营养浓度相当高 , 湖泊处于中———富营养 级 的 富 营 养 状

况。通过对近十年来水质监测分析 , 洞庭湖水环境质量呈恶

化趋势。随着工农业以及血防 , 人类生活污水的排放 , 加剧了

湖区生态环境及水质量的恶化。据统计 , 每年约有 8 亿 t 未经

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湖中 , 随着入湖污染负荷增加 , 湖泊富

营养化问题呈发展趋势。根据近 10 年来洞庭湖水体富营养

化评价结果比较 , 1990—1999 年 10 年间湖泊水体的营养类

型增加了一个级别 , 湖水的氮、磷含量已处于较高水平 , 分别

达 1.10mg/L 和 0.110mg/L。

同时 , 三峡工程的运行也大大影响了湖区的水质 , 三 峡

工程运行后 , 洞庭湖水文与泥沙情势将发生变化 , 一方面由

于水量的减少 , 洞庭湖换水周期将延长 ; 另一方面入湖泥沙

将大量减少 , 水体透明度增大 , 水体中的光合作用增强 , 影响

富营养化的藻类繁殖能力增强。分析研究表明 , 三峡工程运

行后洞庭湖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有加重的趋势 [5]。

2.4 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

( 1) 围湖造田。洞庭湖曾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 , 盛期面

积达 6000km2 以上 , 但经过近百 年 来 的 沧 桑 变 迁 , 尤 其 是 经

历了宋朝 , 明清以及建国初期这三次围垦高峰后 [6] ; 湖泊发生

了巨大变化 , 加上泥沙的严重淤积 , 至 2000 年湖泊面积已萎

缩至 2560km2。湖面的急剧缩小 , 增加了湖泊的淤积速度 , 而

泥沙的淤积又为湖区的围垦创造了条件。1918- 1931 年 , 大约

修筑垸田 26.7 万 hm2, 相 当 于 今 天 洞 庭 湖 的 全 部 天 然 湖 面

积 。 1949—1954 年 , 大 规 模 堵 支 并 流 并 垸 , 围 垦 面 积

894.2km2; 1955—1959 年 , 围湖垦殖 632.4km2; 1960—1969 年,

围湖垦殖 188.0km2; 1970—1979 年 , 围 湖 垦 殖 182.6km2; 加 上

建国前的围区 , 合计围湖垦殖 2962.0km2[7]。对洞庭湖的大规

模 围 垦 , 加 速 了 外 湖 的 萎 缩 。 1949 年 洞 庭 湖 湖 泊 面 积

4350km2, 1983 年湖面为 2691km2( 表 2) 。1980 年水利部下令

停止围垦后 , 湖垸数量稳定 , 湖区的湖垸农业格局基本定型。

至此 , 洞庭湖区湖垸减少到 278 个 , 耕地面积 58 万 hm2。

( 2) 退田还湖。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

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退田还湖 , 平垸行洪和移民建镇”等长

江流域洪水治理 32 字指导原则 , 湖区各地随即根据水利规

划 , 积极实施“退田还湖 , 平垸行洪”等工程.规划平退堤垸 3l4

处 , 总共涉及 31 个县( 市、农场) 176 个乡镇 814 个村 , 平退总

面 积 15.78 万 hm2, 耕 地 总 面 积 7.59 万 hm2, 计 划 搬 迁 22 万

图 1 1930—1998 年洞庭湖湖泊面积的变化

表 1 洞庭湖多年平均年输沙总量统计表 [4]

1951—

1998
4919
1976
7066

13961
1213
274

1234
620

3341
17302
4464

12838
74.2

1991—

1998
3621
1336
2388

7345
849
189
804
461

2303
9648
2626
7022
72.8

1981—

1990
5098
1890
3929

10917
959
142
708
572

2381
13298
3106

10192
76.6

1971—

1980
4481
1862
4183

10526
1185
164

1418
664

3431
13957
3884

10073
72.2

1961—

1970
5612
2439

11019

19070
1013
221

1701
727

3662
22732
5767

16965
74.6

1951—

1960
5522
2223

12875

21471
1212
635

1453
644

3944
25415
6569

18846
74.2

项 目

松滋

太平

藕池

调弦

合计

湘

资

沅

澧

合计

四水+四口

城陵矶

沉积湖内

沉积量占总入湖量(%)

851( 1985 年堵口)

( 万 m3)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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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洞庭湖区洪水发生频率

水灾频率( 年)

90.7
19.4
9.4
3.7
2.0

发生大水灾次数

10
18
9
7
9

历时( 年)

907
349
85
26
18

年 代

618—1524
1525—1873
1874—1959
1958—1984
1985—2002

户计 81.6 万人。其中 , 双退 ( 退人又退耕 ) 堤垸 210 处 , 面积

2.27 万 hm2, 耕地面积 1.33 万 hm2, 计划搬迁 4.8 万户计 17.5

万人( 表 3) 。通过“退田还湖”工程的落实 , 洞庭湖区增加有效

总蓄洪量达 86 亿 m3, 在特大洪水年份蓄洪堤垸和单退堤垸

高水还湖可扩大湖泊面积 1343km2, 加上现有的天然湖泊面

积 2625km2, 洞庭湖面积达 3968km2。目前 , 又正在进行新一

轮规划 , 计划到 2010 年恢复洞庭湖面积到 4350km2, 达到新

中国成立初期洞庭湖天然湖泊水域面积 [8]。

( 3) 杨树造林。杨树生长快、用途广、适应性强、无性繁殖

容易 , 是重要的造林树种。洞庭湖区年平均气温在 17℃左右 ,

无霜期 260 多 天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在 1400mm 左 右 , 且 雨 热 同

季 , 适合林木生长。湖区种杨已有近 30 年历史 , 当时粮价低

迷 , 湖区土地大量弃耕抛荒 , 一些地方政府为“调整结构”鼓

励农民大种杨树。由于获利快 , 种杨风很快由垸内和农田刮

向洞庭湖的洲滩。目前湖区杨树林面积约有 2 万 hm2。据调

查 , 无论是种水稻还是一般经济作物 , 每亩每年的收入大约

在 100～300 元之间 , 而种杨树 , 一般 5～6 年即可成材 , 产木材

8～10m3 /667m2, 按 当 地 市 场 价 计 算 , 每 年 收 入 在 400 元 /

667m2 以上 , 而且投入的劳力和资金比种水稻和经济作物要

低得多 , 且可以发展立体农业 , 经济收入明显提高。

3 当前洞庭湖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3.1 洪涝灾害加剧

由于城陵矶至汉口河段及洞庭湖淤积严重 , 造成河道阻

塞 , 洪水下泄不畅 , 水位上涨 , 洞庭湖区各个控制站在上世纪

90 年 代 发 生 的 最 高 水 位 较 堤 防 设 计 水 位 抬 高 1.81—1.88m
[6] 。江湖洪水位的不断升高, 加剧了区域的洪涝灾害威胁。据

历史资料统计 [9] , 公元 618～2002 年 , 洞庭湖共发生洪涝 灾 害

232 次 , 平均每 6 年 1 次 , 其中大洪灾 53 次。根据发生的频率

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 荆江北岸堵口之前 ( 618～1524 年 ) , 大洪

灾发生频率还较低 , 平均每 90.7 年 1 次 ; 荆江北岸堵口至松

滋溃口前 ( 1525—1873 年 ) , 与荆江北岸堵口之前相比 , 洪灾

激增 , 平均 19.4 年一次 ; 松滋溃决至 1958 年 , 荆江开始向洞

庭湖分水分沙 , 新的江湖关系形成 , 湖盆淤积日益严重 , 人类

围垦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 洪涝灾害更为严重 , 平均每 9.4 年

一次 ; 1959～1984 年 , 大水灾更加频繁 , 平均每 3.7 年一次 ;

1985～2002 年 , 大水灾更是平均每 2 年一次( 表 4) 。在洪水位

不断升高的同时 , 高洪水位持续历时也相应延长。以洪水位

超警戒水位的历时统计 , 南咀、沅江、城陵矶三站高洪水位的

持 续 历 时 , 1998 年 分 别 为 81d、82d 和 84d, 1954 年 分 别 为

61d、60d 和 76d。三峡水库运行后 , 三口分沙量与建库前比大

幅度减少 , 进入湖区含沙量减小 , 与三峡建库前相比预计每

年减少约一半 , 经湖区调蓄后 , 湖区仍以淤积为主 , 但速度趋

缓。据坝下游冲刷数学模型计算( 长江水利网) , 三峡水库运

行 50 年 , 荆 江 三 口 进 入 洞 庭 湖 区 的 沙 量 约 16 亿 m3, 与

1981—1995 年平均值比较 , 入湖沙量减少 31.27 亿 m3; 三 峡

水库运行 10 年、30 年和 50 年末 , 湖区的调蓄能力将分别增

加 4.8 亿 m3, 14.3 亿 m3、23.8 亿 m3。通过对三峡工程三种调

节水位方式的模式分析表明 [10] : 三峡工程对四水来水和长江

干流与四水长历时夏峰遭遇的洪水作用相对较小 , 但对历时

不长 , 干流与四水恶劣遭遇的洪水作同较大。因此 , 三峡工程

对洪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 但洞庭湖防洪工程建设是三峡工

程不能完全替代的。

3.2 生物灾害频发

( 1) 血吸虫。洞庭湖区是全国有名的血吸虫疫区 , 湖区钉

螺分布面积广。由于泥沙淤积 , 洲滩迅速扩展 , 杂草遍地丛

生 , 为钉螺栖息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 有钉螺面积呈现增长趋

势 , 导致湖区血吸虫病广为流行 , 危害十分严重。洞庭湖区有

6 个市、36 个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区 , 流行区人口 588 万人 , 历

年累计查出病人 110 万 , 病牛 35 万头。钉螺面积 3.9 万 hm2,

通过 50 年的防治工作 , 灭螺面积 2.2 万 hm2, 共治疗病人 700

多万人次 , 治疗家畜 180 万头次。但近年来洞庭湖区血吸虫

病疫情出现反复 , 钉螺扩散明显 , 病疫区不断增加。有些地方

在多年前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之后 , 疫情

重新出现回升。目前 , 洞 庭 湖 区 还 有 钉 螺 面 积 1.74 万 hm2

( 其中垸内 0.045 万 hm2) 接近全 国 钉 螺 面 积 的 一 半 , 血 吸 虫

病人 20.5 万 , 病畜近 5 万头。沿堤易感地带长达 1340km, 进

螺涵闸 157 座。严重威胁着湖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生活安全。

( 2) 东方田鼠暴发。东方田鼠是洞庭湖区重要的农业害

鼠 , 近几十年来频频暴发成灾 , 以 2005 年 和 2007 年 最 为 严

重 ( 2007 年仅大通湖就收集达 90t) , 对洞庭湖区人民造成巨

大的损失。东方田鼠枯水季节( 10 月—次年 4 月) 主要栖息在

湖中洲滩上 , 洲滩为东方田鼠的最佳栖息地 , 栖息洲滩时为

主要繁殖期 , 这个时期种群数量增长迅速 , 汛期( 5～9 月) 洲滩

被淹后 , 东方田鼠被迫迁入垸内农田 [11] , 东方田鼠的 发 生 量

表 2 洞庭湖区的围垦情况与湖泊、耕地面积变化 [7]

人口

( 万人)
—

256.47
—

269.71
353.01
419.73
778.22

—

1008.50

耕地

( 万 hm2)

0.60
39.57

—

42.46
47.93
53.11
57.91
57.91
61.30

内湖面积

( km2)
—

2000
—

2274.7
1962.0
1361.3
1002.7
1000.0
685.0

外湖面积

( km2)
—

4350
—

3915
3141
2820
2780
2691
2560

湖垸数

( 个)

1094
993
537
368
220
257
278
278
226

年代

清末

1949
1951
1954
1961
1969
1979
1983
2000

表 3 湖南省洞庭湖区退田还湖工程基本情况

平退堤

垸蓄洪

量( 亿

m3)

1.25
3.30
49.45
8.77
23.24
86.01

平退耕

地面积

(万 hm2)

0.43
0.90
4.45
0.83
0.97
7.59

平退总

面积

(万 hm2)

0.62
1.65
8.57
1.37
3.57

15.78

搬迁

人口

(万人)

3.96
13.54
43.39
12.71
8.00

81.50

搬迁

户

(万户)

1.14
3.65

11.69
3.36
2.20

22.05

涉及

村

( 个)

38
236
358
108
74

814

涉及

向镇

( 个)

12
102
30
20
49

176

涉及

县市

( 个)

8
24
8
7

15
31

平退

堤垸

( 个)

14
196

7
32
65

314

项 目

双退在册垸

双退巴垸、外洲

单退蓄洪垸

单退在册垸

单退巴垸、外洲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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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冬季降雨量密切相关 , 冬季降雨量的大小是东方田鼠大发

生的环境条件 ; 其越冬基数的大小与上年洪水水位的高低有

直接关系 , 洪水水位高且维持时间长 , 洲滩裸露时间相对较

短 , 不利于东方田鼠的大发生 ; 当洪水淹没洲滩后 , 洞穴遭到

水害 , 食料严重不足时 , 东方田鼠被迫向垸内转移 , 其转移时

期取决于洞庭湖湖水上涨的迟早 , 一般转移时期为 5 月下旬

至 7 月中旬 ; 转移数量受发生量的大小和高峰水位维持时间

长短的影响 [12] 。三峡工程运行后 , 由于冬季水位的下降 , 增加

了东方田鼠在湖州滩地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场所 , 有利于种群

的快速增长 , 当洪水到来时 , 极易引发鼠害 [13]。

3.3 水污染负荷增加

自上世纪 70, 80 年代后 , 由于工业、农业、血防及生活等

方面所产生的各类有害物质在未加处理或处理不当 的 情 况

下进行排放 , 造成湖区内环境水文条件严重恶化。工业废水

的大量排放 , 致使渔业资源枯竭 , 生物多样性减少。洞庭湖污

染源主要来自津市造纸厂、沅江造纸厂、安康造纸有限公司、

西洞庭湖纸厂、西湖纸厂、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

司、芙蓉纸业有限公司和汉寿县氮肥厂等 39 家企业 , 沿东洞

庭湖 l8 家 , 西洞庭湖 l6 家 , 南洞庭湖 5 家 , 三子湖、中洞庭湖

和西洞庭湖水质污染居首 , 其次是东洞庭湖和南洞庭湖。东

洞庭湖和西洞庭湖均为贫中营养与中营养混合型 ; 南洞庭湖

为中营养与中富营养混合型。以东洞庭湖为例- - 东洞庭湖每

年排入湖中的圬水有 1.5 亿 t 之多 , 如岳阳康神药业集团和

氮肥厂共同排污口 , 每天排人东洞庭端的废水多达 2 万 t。造

成东洞庭湖每年死亡鱼卵约 1.8 亿粒。同时 , 三峡工程运行

后 , 由于冬季水量减小 , 将延长水交换时间而加重水污染。据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洲系统 2002 年对岳阳城陵矶水

域水质监侧结果表明 , 影响谈水域水质的污染主要是总磷、

总氮和总铜。总铜在鱼类育肥期繁殖期和越冬期严重超标 ,

超标率分别为 l00%、37.5%和 28.6%。

3.4 渔业资源枯竭 , 生物多样性减少

洞庭湖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 适宜于大量

的野生动植物栖息、生长、繁殖 ,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 区系成

分复杂 , 这在历史上均有记载。然而 , 近 100 年来 , 尤其是解

放后 , 由于泥沙淤积速度加快和高强度大面积人工围垦 , 渔

业捕捞强度不断加大 , 土地利用方式频繁更换 , 环境污染日

趋严重 ,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等 , 致使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湿

地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 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日益丧失 , 生物

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资料显示 , 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的物种

丰富度均呈下降趋势 , 主要表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变化敏感

和不耐污染的种类消失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 东 洞 庭 湖

的鱼类种数均呈现下降趋势 ; 洞庭湖地区的越冬鸭类种数在

60 年 代 最 大 , 1959—1962 年 共 有 雁 鸭 类 31 种 , 1960—1980

年代 , 鸭类种数锐减 , 1988 年共发现了 16 种鸭类 [14] , 1990 年

代后种数逐渐增加 , 目前共有 28 种 , 接近 1960 年代的水平。

鱼类产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呈现快 速 的 增 长 , 从

1970 年代开始 , 鱼类产量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 , 至 1990 年

代 , 年平均鱼类产量已经下降到 1.25 万 t。在洞庭湖地区 ,

1963 年 “四 大 家 鱼 ”( 青 、草 、鲢 、鳙 ) 在 渔 获 物 中 占 21%, 而

鲤 、鲫 、鲶 等 湖 泊 定 居 性 鱼 类 占 63%左 右 ; 1981 年 “四 大 家

鱼”的比例下降至 14.1%, 而湖泊定居性鱼类占 63.7%; 1999

年江湖半洄游性鱼类下降至 10%左右 , 其中“四大家鱼”仅占

9.3%, 鲤、鲫 、鲶 等 湖 泊 定 居 性 鱼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达 86.1%[15]。

在近 50 年中, 中华鲟、达氏鲟、鲥鱼、鳗鲡、胭脂鱼等典型洄游

性鱼类种群迅速减小, 有些已经濒临灭绝。

4 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及措施

4.1 加强长江及四水上游生态建设 , 开展绿化生态工程

森林植被的减少 , 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导致洞庭湖来水泥

沙含量升高、淤积加快 , 进而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 , 洞庭湖区

的泥沙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江上游 , 长江“四口”来沙占入湖泥

沙总量的 82%; 另一部分泥沙来自于湖南“四水”流域 , 所以

要解决洞庭湖区的泥沙淤积问题 , 应建立长江全流域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体系 , 其重点在中上游地区 [16]。因此要从根本上

实现防洪减灾。必须搞好长江上游地区及四水流域的水土保

持工作 , 大力植树造林 , 扩大绿化面积 , 减少水土流失。

4.2 加强湖区蓄洪能力建设

要根治长江中游地区的洪水威胁 , 客 观 上 要 求 江 湖 有

足够的蓄水 , 储沙能力。因此在洞庭湖区大规模实行“退田

还 湖 ”、“清 淤 蓄 洪 ”, 统 一 规 划 , 有 计 划 、分 步 骤 地 实 施 开 发

性移民搬迁 , 将影响行洪调蓄的民垸实行“单退”( 退人不退

耕 ) 与“双退”( 退人又退耕 ) 两种方式 , 恢复和最大限度地维

持洞庭湖区湿地自然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 , 使湿地 资 源 得

到持续利用。

4.3 调整湖区工业企业结构 , 控制工业污染

造纸、化肥行业是湖区主导行业 , 同时又是污染大户。建

议扶植或组建规模化的造纸业生产基地 ; 对于不能按期进行

污染治理的小型造纸企业予以强行关闭 ; 组建化肥生产企业

集团 , 通过市场调节并辅以行政措施 , 淘汰污染严重和效益

低下的小氮肥厂 [17] ; 并对各排污企业实行排污许可证 制 度 、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 限制氮、磷人湖量 ; 遵循“谁污染、谁治

理”, “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 , 加大“三废”治理力度 , 不断提

高污染防治能力。

4.4 加强生物灾害防控

实行退田还湖后 , 退出的部分堤垸被水淹没时间加长 ,

钉螺扩散程度加重 , 使人、畜很容易感染 , 纯湖区血吸虫病疫

情总体呈发展趋势 [17]。因此应该采取疏浚河道 , 加固堤防等

措施 , 结合局部抬洲降滩 , 岸坡硬化 , 开挖隔离沟或拦螺网等

血防工程措施 , 治理外河内垸的钉螺孽生环境 , 切断钉螺在

河湖之间的传播途径 , 达到阻断钉螺扩散的目的。同时 , 对外

来物种的引入实行控制措施 , 防止泛滥和失控。对于东方田

鼠的控制 , 应该在把握其繁殖规律的情况下 , 提前预防控制 ,

由于东方田鼠的发生受前一年洲滩裸露天数及当年 洪 水 位

密切相关 , 前一年退水越早 , 当年涨水越晚 , 洞庭湖区东方田

鼠的数量越多。因此应该根据前一年的有效预测进行提早预

防与控制。

4.5 加强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 , 提高洞庭湖生态环境变化的

预报能力

通过连续不断的监测研究 , 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现状及演

化规律 , 为调整湿地开发利用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并采“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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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进的技术手段 , 建立湿地数据库并建立洞庭湖区预测模

型 , 正确指导洞庭湖区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密切跟踪

和评估三峡工程对洞庭湖的影响 , 加强科学研究 , 提高其对

洞庭湖的影响与预见能力。

4.6 加强法制工作 , 强化执法力度

严格执行洞庭湖区有关湿地生态与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方

面的管理办法 , 使生态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使管理

具有操作性。加强对“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执法监

督工作 , 严厉打击破坏湖区湿地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坚决

取缔利用有害渔具、渔法进行野蛮捕鱼作业.坚决取缔野蛮捕

猎野生动物和乱砍滥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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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院长视察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

11 月 3 日 , 秋阳高照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之享、院资

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傅伯杰、广州分院院长陈勇等有关

领导的陪同下 , 视察了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路甬祥院长首先视察了农业生态工程重点实验室 , 听取

了部分研究团队成果、野外台站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等

方面的介绍 , 与所领导班子成员、研究员、部门负责人、部分

青年科技骨干和研究生代表进行了座谈。王克林所长向路甬

祥院长汇报了该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序列以来在目标凝练、

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科研成果以及创新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进展以及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路甬祥院长对亚热带生态所过去 5 年在科技创新、人才

的吸引和凝聚、园区环境与创新文化建设、综合创新能力的

提升、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给予充 分 肯

定。他说 , 亚热带生态所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态势走在了院的

“第一方阵”。尽管亚热带生态所位于中西部地区、体量不大 ,

但由于研究所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 积极创造了良好的人才

环境 , 把研究所的发展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 , 解放思想 , 求真

务实 , 研究所的发展比想象的要好。

路甬祥院长指出 , 中国人多地少 , 粮食保障是最基本的。

但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 土地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

显现出来 , 中国农业的发展面临转型问题 , 即不仅注重产量 ,

还要注重质量、效益、产品的多样性和食品的安全性。这些都

给亚热带生态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当然也提出了

新的挑战 , 希望亚热带农业生态所及从事农业与生态环境的

科技工作者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路甬祥院长对亚热带农业生态所把传统 生 态 领 域 延 伸

到分子生态等新领域并将生态学研究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示赞赏。他说 , 生态学发展从最初的景观

生态到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的系统生态再到微观分子生态 ,

其研究都要与人类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希望亚热带生态所

坚持凝练的学科方向 , 立足亚热带区域 , 服务“先进农业”的

发展 , 不但成为有特色的所 , 更要成为有能力的强所。

路甬祥院长对亚热带生态所的发展感到非常高兴 , 表示

院将进一步给予积极的支持 , 包括适当增加编制、加强洞庭

湖湿地站建设力度等。他要求亚热带生态所进一步优化人才

结构 ,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在新的

起点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路院长的重要讲话多次获得全场经久热 烈 的 掌 声 。 会

后 , 路院长与座谈会全体参与人员合影留念 , 并欣然为亚热

带农业生态所题词 : “认知农业生态规律 , 促进科学和谐发

展”。( 文再坤)

·科研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