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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我国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 , 指出了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 , 并提出了改善西部环境问题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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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陕西 、甘肃 、宁夏 、青

海 、新疆 ,西南的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和西藏等 10

个省(区)或直辖市[ 1 , 2] .区域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

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能
[ 3]
.但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

条件脆弱 、破坏严重且日趋恶化;环境与经济历史欠

账较多 ,经济基础薄弱 ,战略西移和未来经济建设及

总量上的必然增加 ,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

力
[ 4]
.故正确认识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 , 揭示

其产生的根源 ,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对策 ,无疑

对改善 、重建及保证西部地区的环境 ,确保西部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 ,乃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1　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

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归纳起来为生态环境

脆弱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环境污染严重 、野生动植

物乱猎滥采严重.

1.1　生态环境脆弱

西部曾经是水草丰盛 、林木繁茂 、经济文化繁荣

的地区.但由于多种复杂原因 ,该地区森林植被遭到

长期的持续破坏 ,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很低.如新

疆的森林覆盖率为 0.79%,青海为 0.35%,宁夏为

1.54%,甘肃为 4.33%,西藏为 5.85%
[ 5]
.致使西北

部地区植被稀少 ,景观单一 ,缺少生态屏障 ,加上降

水量小 ,蒸发量大 ,气候干旱 ,土地环境承载力低 ,大

面积为荒漠戈壁及流动沙丘所占据.而西南地区极

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及山体滑坡.因此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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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6 ,7]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 ,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在差级以下的地区 ,均分布于西部沙漠

边缘和黄土丘陵区[ 6] .可见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

境普遍脆弱 ,并仍显示出总体恶化的趋势
[ 8]
.脆弱

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导致西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 ,对

人类的活动敏感性强 ,极易引发土地沙化 、水土流

失 ,其它灾害事件也频繁发生;同时遭受破坏后 ,自

我调节 、恢复能力极差.

1.2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中国西部正面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涉及面最

广 、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主要表现为土地

退化严重 ,植被破坏 、退化 、沙化 ,水资源和水生态系

统破坏加剧 ,特别是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影响

深远.

1.2.1　土地退化严重

土地退化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中的首要问

题.目前西部地区土地退化形式主要是水土流失 、荒

漠化 、盐渍化等.其中水土流失严重区主要分布于西

南及西北黄土高原区 、甘肃的南部地区;荒漠化 、盐

渍化土地分布于西北地区.据统计资料[ 2 ,6 ,9]报道 ,

四川省水土流失面积达 19.98万 km
2
,占全省土地

面积的 40.87%,其中川西地区水土流失土地面积

以每年 2 000 hm2 的速度扩展.贵州省每年因水土

流失流入长江和珠江的泥沙高达 6 100多万 t ,是全

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省份[ 2]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水土流失面积由 20世纪 80年代初的 0.80万

km
2
扩大到现在的 1.20万 km

2
,在短短的 20年时

间里增加了 47.57%[ 10] .水土流失致使黄土高原沟

壑纵横 ,支离破碎[ 6]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土地面积

达 43.00万 km
2[ 6]

,占其总面积的 70.20%.

我国西部荒漠化的土地以每年 20 万 hm 2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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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扩大[ 11] .新疆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76.92 万 km2 ,

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的 46.00%[ 6] ,1998年底 ,新

疆荒漠化的速度以每小时 0.27 km
2
的速度向草原

地区推进 ,比 70年代加快 1倍多[ 12] ;青海全省沙漠

化土地面积已达 1 252万 hm2 ,潜在沙漠化土地面

积98 万 hm2 ,目前仍以每年 13 万 hm2 的速度扩

大
[ 13]

;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

20%[ 8] .近年来河西走廊的生态平衡已被打破 ,出

现了“沙漠向农业区推进”的局面 ,河西走廊北部的

沙漠已开始向中部绿洲步步逼近 ,风沙线每年前移

8 ～ 10 m.近 30 年来 , 因沙害而弃耕的农田达

1 270 hm2 ,尚有 4 000 多万 hm2 处于沙害威胁之

中[ 6] .

同样 ,西北地区土壤盐碱化也日趋严重 ,如宁夏

地区盐碱化土地面积就达 8.67万 hm2 ,占灌区耕地

面积的 26.60%;新疆土壤盐碱化面积占耕地面积

的45.00%,达 145.00 万 hm2[ 14] ;柴达木盆地和河

西走廊地区因多种因素影响 ,已造成近 133.30 万

hm2 的土壤次生盐渍化[ 15] .

1.2.2　植被破坏 、退化 、消化等严重

我国现有草地约 4 350.00万 hm
2
,其中 70.0%

以上在西部[ 16] .但近年因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及人

群不合理的生产活动 ,使西部地区生态屏障的草地 、

森林植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草地“三化”严重 ,森林

面积锐减.在我国天然草地中 ,退化草地达 70.0%,

其中严重退化的有 40.0%[ 16] .如甘南草地由于“三

化”导致优良牧草所占比例由 1982 年的 70.0%下

降到 1996 年的 45.0%;杂毒草由 30.0%上升到

55.0%,牧草产量由 5 610 kg/km2 下降到了 4 500

kg/km2 ,牧草产量下降了 35.0%;“三化”特别严重

的地方牧草高度由 75 cm 降低到 15 cm;草地中度

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地面积的 50.0%,轻度以上退化

面积占草地面积的 70.0%.另外 ,鼠虫灾害发生面

积达 53.50 万 hm2 ,占草地面积的 20.0%,且呈逐

年扩大趋势 ,危害频率增加.以甘肃省碌曲 、玛曲 、夏

河3个纯牧县为例 , “三化”草地面积 1998年已达

44.25万 hm2[ 10] .新疆全区已有 2 133.00万hm2 的

草地退化和沙化 ,占自治区草原总面积的 37.2%;

青海省退化草场面积已达 1173.00 万 hm
2
,占全省

草地面积的 32.3%,沙化草地面积已达 193.00 万

hm2[ 14] ;河西走廊的黑河 、石羊河流域 , 1960 ～ 1990

年 ,草地面积减少 40.00万 hm2[ 17] .

尽管西部干旱区森林覆盖率很低 ,但森林的破

坏仍然相当严重.新疆主要林区的西天山林区和阿

尔泰山林区集中采伐程度达 70.0%～ 80.0%,东天

山已基本无林可采[ 17] ;祁连山区森林覆盖率由 20

世纪 50年代的 20.0%降至现今的 12.4%,其中西

段的 400.00 万 hm2 森林已荡然无存[ 17] .新疆的荒

漠植被从 50年代的 800.00万 hm 2 ,降为 80年代的

304.00万 hm2 ,毁去 62.0%,为同期人工造林保存

面积的 13倍
[ 17]

.统计资料表明
[ 13]

,近 40年来在柴

达木盆地共砍伐天然森林 2.40万 hm2.

1.2.3　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破坏加剧

近年来的研究资料
[ 2 , 4 , 6 , 10 ,13 , 17 ～ 20]

表明 ,河流

断流 、湖泊退化 、雪线上升 、冰川后退等水资源和水

生态系统破坏的现象日趋严重.河流断流最严重的

黄河是从西部发源的.在 1972 ～ 1997年的 26年中

有 20年出现断流 ,并且断流的次数 、历时和河段长

度均不断增加.以利津断面为例[ 4] , 1997 年 2月 7

日开始断流 ,是历史上断流最早的年份 ,全年断流

13次 ,总计 226天 ,断流河段长达 700 多 km.我国

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也频频发生断流现象.

塔里木河下游近 300 km 的河道干涸已达 30年 ,造

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6] .黄河源头的玛多县 ,

境内已有 2 000多个湖泊干涸
[ 6]
;新疆地区湖泊面

积比 50年代缩小了 4 952.0 km2[ 20] ;青海湖近 30

年来 ,湖水水位持续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 0.10 m;同

期 ,新疆博斯腾湖水位平均每年下降 0.12 m[ 4] ;罗

布泊 、玛纳斯湖 、艾丁湖 、台特马湖等许多著名湖泊

相继消失 , 艾比湖由 1 200.0 km2 缩小到 500.0

km2[ 17] ;河西的居延海也由 302.0 km2锐减至 23.6

km
2
,接近消亡的边缘

[ 17]
.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

祁连山和天山的雪线一直处于退缩状态[ 6] ,而且退

缩速度在加快.东部冰川的平均退缩速度为 16.8

m/a ,中部冰川为 3.3 m/a;西部冰川为 2.2 m/a;黄

河源头地区的雪线也在上升
[ 6 ,20]

.此外 ,西部地区

的湿地破坏及地下水水位下降也日趋严重.

1.2.4　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影响深远

矿山的开采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矿山地区原有

的生态环境.矿山开采常常会耗费过量的土地资源 ,

开采后破坏或被占用的土地 ,将丧失原有的自然生

态系统 ,甚至失去永久利用的价值 ,同时矿山废弃物

是严重污染源 ,当矿山位于城市 、河流和交通干线附

近时 ,采矿地的破坏性发展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

规划实施的主要障碍之一[ 4] .在潮湿多雨的西南 ,

矿产开发对土壤的破坏表现为严重的水土流失;而

干旱 、半干旱的西北地区表现为土壤易遭风蚀使土

地发生沙化[ 4] .而目前我国对矿山开发所破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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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治理率很低 ,仅为 4%～ 6%[ 19] .另外 , 由于

矿坑废水和选洗废水乱排导致水质 、水生态系统受

影响的程度也很严重 ,如云南的滇东南地区 ,历史上

曾发生锡矿废水排入个旧湖 ,使湖水含砷量达 1.44

～ 3.44 mg/L ,造成数千人砷中毒事件[ 4] ;滇池地

区 ,由于磷矿开采产生的废水已对著名的滇池水质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4]
.可见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破

坏的影响深远.

1.3　环境污染严重

环境污染的实际程度既取决于原发性的污染物

排放量 ,还取决于污染治理能力和环境质量.目前 ,

从总体上看 ,尽管西部的污染物总量较小 ,工业废

水 、废气等排放量仅为发达地区的 1/3左右 ,单位面

积上的污染负荷低 ,还不足东部的 5%
[ 4]
.但由于环

境治理水平落后 ,加上生态脆弱和环境容量低等因

素 ,以致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已相当严重 ,并且日趋

恶化.西部地区所面临的最不利的污染因素是由于

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 ,使得单位经济活动污染物排

放强度高 ,万元产值排污量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21] ,为发达地区的 1.3 ～ 5.4倍[ 4] ,环境污染水平

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如四川省
[ 9 ,22]

就将大量未经处

理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沿江堆放 ,对地表

水 、地下水和土壤均已造成严重污染;同时大量废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 ,使全省 80%以上的河流受

到不同程度污染
[ 22]

,而一些流经城市和经济发达区

的河流遭受污染尤其严重 ,如成都府南河 、自贡釜溪

河 、岷江 、沱江等一些河段河水发出臭气 ,鱼虾已经

绝迹
[ 9]
.贵阳的南明河如今成了纳污河 ,又臭又脏.

西北地区严重的污染使可用水更加紧缺.穿过西宁

的湟中河 ,一到枯水期又黑又臭[ 6] ;流经西安城北

的渭河 ,河水不仅人不能吃 ,连灌溉也不适用.关中

地区的其余几条河流也成了纳污河
[ 6]
.此外 , 由于

西部地区几个大城市均位于四面环山的盆地中 ,大

气污染也十分突出.乌鲁木齐 、兰州已成为全国大气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 21]

.西南是发生酸雨污染严重的

区域之一 ,其中贵州的遵义 、四川的宜宾酸雨频率

已超过80%[ 23] ;四川省21个地市州中有 14个属国

家酸雨控制区 ,面积约 11 万 km2 ,占全省土地面积

的 23.7%
[ 22]

.

1.4　野生动植物乱猎 、滥采严重

近年来 ,一些人为获取暂时的暴利 ,对野生动植

物进行了疯狂的乱猎 、滥采 ,使野生动植物种群大量

消失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目前 ,我国受威胁

的生物物种约占总数的 15%～ 20%,高于世界 10%

～ 15%的平均水平[ 13] .30 年前成群在草地上觅食

的黄羊 、马鹿已不复存[ 10] ;近 20年来 ,大批藏羚羊 、

野牦牛等野生动物被猎杀 ,冬虫夏草这一高原奇珍

也遭到了灭绝性的采挖[ 13] ;称作山珍的天山雪莲 、

名贵中药“红景天” ,近年来同样也遭到了灭绝性的

乱采滥挖[ 1] ,据了解 ,目前新疆境内的芍药 、党参 、

甘草 、肉苁蓉 、麻黄等野生植物几近灭绝
[ 1]
.

2　西部地区环境问题根源

诚然 ,西部地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已引起环境学

家或社会的广泛关注[ 2 ,4 ,6 ,10 , 14 ,17 , 21 , 24] .人类对自然

的各种破坏性行为是造成西部环境问题的主要因

素 ,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环境意识是人们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和反

映 ,它包括了人对环境的需要 、目的 、态度和价值

观[ 25] ,这些都是调节 、引导和控制人们环境行为的

内在原因.西部地区的生态问题均发生于农牧业区 ,

而农牧民的环境知识缺乏 ,环境意识薄弱[ 25] .过度

放牧和砍伐都与农民的环境意识淡薄有关.“缺少大

环境保护意识”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

因[ 13] .世界环保实践证明 ,环境保护既离不开政府

的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 ,更离不开公众

的参与 ,因此 ,如果没有西部地区广大农民 、干部环

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要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根

本好转 ,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2.2　违背生态环境系统规律

西部地区的许多环境问题都与违背生态环境系

统规律有关.如草场的大规模退化现象与过度放牧 ,

使原有的草原生态环境系统被打破.河西走廊的石

羊河流域民勤绿洲的开发是一个违背生态环境系统

规律的典型例子.由于在其中上游地区大量地兴建

水利工程 ,过量地截流石羊河的水量 ,使流至下游地

区的水量降到了应有的常量之下 ,造成原来的金三

角 —民勤绿洲严重缺水.而为了解决用水问题 ,只能

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 ,从而加速了地下水水位急剧

下降 ,水质急剧恶化 ,促使依靠地下水成活的防沙林

大面积枯死 ,造成沙漠乘隙步步进逼和水资源进一

步减少的恶性循环 ,最后酿成生态难民
[ 12]

,这是破

坏水生态环境系统规律的必然恶果.中央作出退耕

还林 、还草决策 ,无疑是正确的策略 ,但实施这一策

略一定要遵循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系统规律.如在降

水不到 500 mm的地区 ,只能生长草丛灌木 ,形不成

林带 ,切不可大规模造林[ 26] .建国以来 ,违背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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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系统规律 、盲目开发的实例实在太多 ,必须从中吸

取教训.

2.3　环境保护管理力度不够

环境保护管理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

①环境保护队伍自身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人

员素质较差 ,尤其是边远地区的环保人员;②执法不

严 ,尽管《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已有 20 多年 ,并且

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 ,但这些法规没有起

到应有的实效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保机构执法不

严;③决策被动 ,目标不明确 ,工作缺乏主动性 ,同时

忽视生态保护.

2.4　缺乏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限额使用

的法规

我国现行的产品价格中 , 只计入了生产成本

MPC ,而没有计入自然资源消耗成本 MUC 和生产

过程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所消耗的环

境资源 MEC[ 27] ,对紧缺的水资源 ,使用价格偏低 ,

并无限额使用的法规.这是造成资源浪费 、环境恶

化 、加速资源耗竭的根源之一.

2.5　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环境保护是一项高投入事业
[ 13]

,资金不足是导

致西部地区环境承载力弱 、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的

深层次原因之一[ 21] .我国对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

不够 ,主要表现在 2个方面: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甚

少 ,以水土保持为例 ,现在治理 1 km
2
面积的土地至

少需要 50万元 ,而目前国家用在重点水保工程上的

专项投入 ,每平方公里只有 2万元左右 ,距离上述治

理费用标准相差太远;②用于防治污染及环境领域

的科研经费不足.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问题

在于大部分企业根本没有防治污染的专项费用 ,同

时企业的环保科学技术水平很低.而美国在防治污

染方面的投资约占工业总投资的 20%,经济增长因

素中科技占 71%,远高于中国的 19%[ 28] ;联邦德国

用于环境领域的科研经费每年达 10亿多马克 ,特别

强调支持开发与生产过程中一体化的整体环保技

术[ 29] ,而我国缺少该类经费投入.

2.6　特殊的自然地理 、气候因素

我国西部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及气候因素是导

致区内生态环境脆弱 、恶化的根源之一.如西南地区

江河发育 ,流域四周多为丘陵和山地 ,且区内昼夜温

差大 ,降水集中 、雨量大 ,经长期风化淋滤 ,成土母岩

自然结构极易遭到破坏 ,加之分水岭山地及丘陵地

带坡度陡 ,剥蚀 、侵蚀作用更易发生 ,从而导致自然

因素引发的水土流失 ,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与这些因素有密切关系.而西北广大地区 ,均为坦荡

高燥的高原盆地 ,区内气候恶劣 ,降水量稀少 ,年降

水量通常不足 400 mm ,大部分少于 300 mm
[ 22]

,使

地表物质干旱 、土壤凝聚力低下 ,植物难于生长;植

被覆盖度低 ,土体缺乏有效保护 ,从而导致沙漠化的

发生及沙尘暴的频发.据有关统计资料[ 17] ,由于自

然因素造成的沙漠化扩展占 5.5%左右.

3　结束语

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严重的生态破坏及

环境污染 ,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 .故改善环

境问题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

问题.针对前面的分析 ,作者认为改善西部环境问题

的 6项对策为:①塑造强化公民的环境意识.能否很

好地保护环境 ,最终取决于民众的环境意识 ,国家应

将环境教育列入各类教育必修课 ,制定公民环境条

例.同时重视舆论及公益广告对环境的宣传 ,从而使

广大民众由原来的环境破坏者自觉地变成环境保护

的积极参与者;②切实加强西部地区环保机构 、队伍

及能力建设.当前西部地区环保部门的机构 、人员 、

工作手段等基础条件十分薄弱 ,与面临的污染防治

和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很不适应 ,尤其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故必须重视生态保护的基础能力建设 ,设立

生态保护的专管机构 ,分级建立一支精干的生态保

护队伍.重视环保监理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确保

生态保护执法需要.依靠科技进步 ,加大科技含量 ,

为生态保护提供科技支撑;③立足长远 ,遵循生态系

统规律 ,坚持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并重方针.优越的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环境优 ,

则发展快.故西部大开发必须立足长远 ,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效益”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

设还是资源开发 ,都必须把生态建设放在首位 ,对违

背生态环境的工程必须进行整改甚至下马.退耕还

林 、还草时 ,宜林则林 、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 ,同时还

应退牧还草 ,养用并举 ,实现草畜平衡 ,使草地资源

能够可持续利用;④完善环境法规 ,实行环境资源 、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水资源的限额使用;⑤多渠道

筹集资金 ,加大环保投入 ,发展环保产业.改变目前

光靠政府单一筹资方式 ,变政府行为为社会行为 ,企

业 、团体甚至个人行为 ,可以通过国家投资和地方筹

资相结合方式 ,也可采用股份制向社会筹资 ,收益单

位和个人集资;可以通过财政专项资金 、发行环保彩

票 、债券等渠道筹集资金 ,建立国家环保基金 , 企业

解决部分环境投入是一条重要的渠道;⑥利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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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 ,开发抗逆境植物 ,加快人工草地建设.西

部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 、气候因素是人类目前难以

改变的 ,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开发抗逆境植物

提供了技术保障 ,故应利用西部自身的优势资源

———耐旱植物的基因资源 ,开发耐旱 、耐寒的抗逆境

植物 ,尤其是适应力强的禾本科和豆科的牧草 ,并且

尽快进行人工 、半人工草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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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防护林:在沙尘暴经过的路径 ,种植防

护林可以减慢风速 ,阻挡沙尘.

(4)做好沙尘暴的预测 、预报工作.利用卫星等

先进技术手段对沙尘暴进行及时监测 ,并能科学地

预报沙尘天气 ,以便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4　结论

沙尘暴灾害性天气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时

空分布 ,可以引起气象条件的剧烈变化 ,以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它的诱因是不良的气候条件和土地

沙漠化.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控制这种天气的出现 ,但

是通过长期努力 ,是可以减少沙尘暴天气的出现.
致谢: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曾正中副教授的大力帮

助 , 特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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