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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现实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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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在水土开发过程中长期忽视了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贵州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

的同时 ,也积累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使得贵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本文在全面

分析贵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 ,讨论了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一些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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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term ag riculture development , because o f neg lecting Karst frag ile ecosy stem

and env ironment, ag roeco lo gy ha s been destr oy ed in a cer tain deg r ee, and th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use

o f ag riculture r esources ha s com e dow 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f ag ricultur e in Guizhou is facing

with sever e challenge. In this pape r, through discussing the basic cha racteristics o f ag riculture re-

sources in Guizh ou,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 ed in the ag ricultur 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pointed out 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w ere pr 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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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从而构成一

个有机整体。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支撑 ,经济发展是对环境的扰动和干预 [ 1] ,适度的发展有

利于经济与生态协调型机制的建立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无节制、无计划的不合

理发展则是对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 ,从而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出现严重

对立 ,经济发展成为环境恶化的促进因素 ,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导致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破裂 ,二者由相互促进转变为相互制约。因此 ,只有建立起生

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良好的协调机制 ,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1　贵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1. 1　土地资源利用严重不合理 ,土地石漠化加重

贵州近期由于人口的剧增 ,人类活动日益频繁 ,对土地不合理开发利用在不断的增加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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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一方面因城镇和开发区建设对优质田土的大量侵占 ;另一方面 ,人

们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又不惜毁林开荒扩大耕地 ,在石质山地进行垦殖 ,造成陡坡耕地水土流失

和土地退化 ,石漠化现象日益严重。 全省共有石漠化土地 139万 hm
2
,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 9%
[ 2]
。全省土地石漠化面积正以每年 508. 16km

2
的速度增加。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 ,若不

采取有力的治理措施 ,贵州石漠化土地在 21世纪初将达到全省总面积的 12. 2%
[3 ]
。土地的石

漠化严重影响农林牧生产 ,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 2　水土流失严重 ,还在不断发展

由于贵州山高坡陡 ,水流湍急 ,再加上森林植被不足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水土流失极为严

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从 50年代的 14. 2%、 60年代的 19. 9% 、 80年代 28. 4% ,发展到 90年代

的 43. 5% , 40年内增加了 208. 8% 。 严重的水土流失给贵州岩溶地区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不良

后果 ,使极为珍贵的土壤大量流失 ,水库、河流淤塞 ,在暴雨的作用下引发泥石流 ,人民生命财

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1. 3　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贵州岩溶地区的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全省主要河流均遭污染 ,平均污染指数已从 60年

代的 5. 28上升到 90年代的 8. 53,增幅为 61% 。 90年代后地表水污染进一步严重 ,仅红枫湖

就连续多次发生严重污染事故 ,造成死鱼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中毒事件。地下水污染也同样十

分严重 ,根据 1996年对贵州几大城市的地下水质抽样调查 , 80. 59%的项目超标 ,其中细菌总

数和大肠菌群含量普遍超标 ,总硬度、锰、酚的年平均含量超标率较 1993年都有较大的增长。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 ,一方面导致疾病流行 ,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岩溶地区的水资源的紧缺 ,

使贵州这一降雨丰富的地区也出现了供水危机。

1. 4　城市大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贵州的许多城市分布在岩溶盆地或河谷之中 ,城市周围的山体易引起近地表层出现逆温、

风小、静风等特点 ,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由于城市能源以煤为主 ,因此贵州的许多城市已成为

全国有名的煤烟型污染城市和我国南方严重酸雨区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污染 ,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

1. 5　矿产资源开发中诱发的环境问题

近几十年来矿产资源的开发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同时也带来了

不少的环境问题。 由于贵州许多矿产是露天开采 ,需要进行大量的表土剥离 ,造成地表植被和

地貌景观严重破坏 ,导致土地荒芜、岩石裸露。此外 ,矿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三废”使土地的环

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已成为威胁贵州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

1. 6　频繁的旱涝灾害

脆弱的生态环境 ,频繁的人类活动和异常的气候 ,使得贵州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 ,自

然灾害频繁发生。 旱灾已由解放前的“三年一小旱 ,十年一大旱”演变为几乎年年干旱的局面。

洪涝灾害在 80年代中期以来频繁发生 ,其中 1991年、 1996— 1998年的大范围暴雨洪涝涉及

面广 ,强度大 ,受灾严重。 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范围的旱情和洪涝 ,使贵州的农业生产遭受严

重的损失 ,这也是贵州岩溶地区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7　生物多样性严重破坏 ,森林防护效应削弱

贵州水热条件优越 ,动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多样。 但自 50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几十年内 ,大量的森林砍伐 ,毁林开荒 ,森林火灾等人为和自然原因 ,使生态系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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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的破坏。目前 ,贵州受到威胁的种子植物和脊椎动物分别为 378和 83种 ,其中 80%以

上分布在岩溶地区 [4 ]。岩溶森林资源的大量砍伐 ,削弱了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

功能 ,岩溶灌丛草地因开垦而变为耕地 ,使岩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遭受损失 ,复杂的自然生态

系统被单调的人工生态系统所取代 ,岩溶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

2　贵州岩溶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 1　制定岩溶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规划

针对贵州岩溶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现状 ,贵州应全面制定岩溶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规划 ,把岩溶地区森林植被的恢复和重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防治、城市和工矿区的环境

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作为重点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力争在较短

时期内使本省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树立人与其它物种

平等共存的观念 ;改变物质利益至上的观念 ;实行资源有偿利用 ,防止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进

一步恶化 ;加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将资源和环境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2. 2　积极植树造林 ,扩大森林覆盖率

植树造林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诸多措施中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因为森林在涵养水源、防

止水土流失、改善区域气候和净化空气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贵州的森林资源近几年来出

现了可喜的增长 ,但针对岩溶地区森林资源不足和生态效应削弱的现状 ,进一步扩大森林资源

仍将是贵州的一项基本工作 ,特别是要加强长江和珠江分水岭地带的防护林营造。

2. 3　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加强关键地区的保护工作

结合贵州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现状 ,在岩溶生态严重退化的地区 ,选择原生性和典型性相对

较高的特殊功能区 (如珍稀动物资源、湖泊、水库、江河等 ) ,抢救性地建立一批特殊生态保护

区 ,使关键地区得到保护。

2. 4　改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大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单靠自然界本身的增殖和净化能力是不够的 ,特别是对贵州

岩溶地区这种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来说更是如此。因此 ,贵州岩溶地区必须尽快通过推进科

技进步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改变过去“凭经验、拼资源”的发展观 ,重新确立合理的经济发

展模式 ,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 ,注重生态型经济的发展。

2. 5　切实保持耕地 ,防止土壤退化

目前 ,贵州人地矛盾已很严重 ,相当一部分地区已远远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 ,因此 ,切实

保护耕地对贵州来说 ,任务更迫切。 目前应把切实保护耕地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耕地质量上来 ,

巩固高产田 ,积极改造中低产田 ,从质量上确保耕地资源的利用能力不断提高。

2. 6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协调人地关系 ,减轻土地压力

人口增长迅速、文化素质不高是制约贵州岩溶山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控制人口数

量已成为贵州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首要问题。今后除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外 ,还应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素质 ,大力培养各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在尊重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调控和创造才能 ,协调人地关系 ,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2. 7　加强城市和工矿区的“三废”污染治理

“三废”污染严重是贵州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为此 ,加强对城市和工矿区污

染治理力度 ,下大力气抓能源结构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加大环保投入 ,增加环保设施 ,加强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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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综合治理 ,控制和减少“三废”的排放量 ,减轻城市环境污染负荷 ,从而改善和保护生态环

境。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 ,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 ,应坚持全面和综合治理的原则:即在一定的区

域内 ,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核心 ,把区域的生态建设、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的

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实现区

域性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性发展。

2. 8　充分认识环境资源的价值特征 ,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环保工作

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由于过去对环境资源的价值缺少正确的认识 ,结果导致了对环境资

源的掠夺性利用和破坏。为此 ,必须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价 ,建立环境税和资源补偿税征

收制度 ,加强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评估 [ 5]。对贵州岩溶地区的资源型经济

发展格局 ,应逐步提高资源输出的价格 ,将环境和生态影响计入产品成本 ,消除过去那种“产品

高价 ,原料低价和资源无价”的现象 ,达到利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2. 9　增强人民群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为了保护脆弱的岩溶生态环境 ,必须加强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 ,树立和增强大众的环保意

识 ,动员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必须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认真执行国家

的有关法规政策 ,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把污染控制在源头上 ,清除在生产过程中。

2. 10　实施外迁移民 ,减轻土地压力

对部分生态环境极端恶化、严重缺水、少土的岩溶石山地区 ,由于生态环境已经退化到缺

少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地步 ,因此 ,只有按照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 ,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将

当地居民进行外迁移民 ,以减轻人口对已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压力 ,才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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