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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
。

环境孕育
、

塑造人类
。

人通过劳动建立社会
,

不断地认

识 自然
,

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建设美好的生存环境
。

恩格斯指出
: “ 人本身是 自

然的产物
,

是在他们的环境中
,

并且和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卷第 38 页 ) 人类和环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

形成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 的 矛 盾 统一

体
。

随着生产 的发展
,

人类对环境的作用愈来愈大
。

在生产
、

生活活动中
,

人们不断发

生违背科学规律的行为
,

对环境施加不当的作用
,

污染环境
,

损害人体健康
; 破坏自然

资源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以致出现种种环境问题
,

影响人类 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
。

可以说
,

环境问题是人类作用于环境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
,

是人类活动 “ 过分 ”

干预环境的综合报应
。

人们通过实践
,

积累知识
,

逐渐懂得人 与环境相 互联系
、

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
、

相

互影响的道理
,

到六十年代诞生了环境利学
。

环境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 与环境的关系
,

探讨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
,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 它探索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的途径
,

使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
.

避免危害
。

一
、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一 ) 历史的回顾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

都发生过

而发生严重破坏环境的问题
。

占代美索不

光森林
,

破坏生态平衡
,

形成恶性循环
,

地方的问题
,

未引起人们
一

普遍注意
。

” ,

对 自然
“ 过分 ” 攫取

的一些地方
,

为了耕种砍

不过那时发生的只是局部

近二百年来
, 一

〔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存

得一些人过于 自信
,

似乎人类可 以任意摆布大卜然

然的
解

_

硫 (珍盯随意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

使

干涉
、

冲击生物圈
。

资产

阶级为追求最大利润
,

贪得无厌
,

对 自然环境任意取舍
,

掠夺
、

滥用资源
,

随意排放废

物
。

自上世纪以来
,

工业 “ 三废 ”
污染的公害事件不断发生

,

愈演愈烈
,

直至本世纪五 l
-

年代
,

终于酿成一场世界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

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
一

与发展
,

成了当代国
,

际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

人们开展全球环境保护运动
,

投入巨资
,

动用大批科学技术力
-



量来挽救危机
。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
,

污染公害得到控制
,

但仍然有许多 间 题 没 有解

决
,

而且又出现新的问题
,

可能产生的长远后果还不清楚
。

人们担心人 口增长
、

污染加

剧
、

水上流失
、

地力衰减和资源枯姆
,

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环境危机
。

(二 ) 当代环境惫帆的徽训

科学技术对控制污染和防怡水土流失
,

对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

环境科学的发展
,

翻愁气们认识到
。

1
、

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虽然可以控制
,
但牺牲坏境发展经济

,

先破坏后治理的道

路是危险的
,

不可取
,

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

首先经济损失惊人
。

据发达国家估算
,

1 9 7。

一 ] 9 8 0年间
.

污染造成经济损失达总产值 的 3一 5 %
,

预防污染与事后治理花费的比例

达 1 , 2。
。

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是难 以估量的
,

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遗 传 影响令

人担忧
。

水土流失对 自然资源的损坏
,

后果十分严重
。

保护环境应当以预防为主
,

要避

免先 污染
、

破坏
,

后治理
、

恢复的弯路
,

要在发展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同时
,

防止污

染
,

保持水上
.

改善生态环境
。

2
、

白然向人类提供的资源 (包括能源
、

粮食 ) 是有
“ 限度

” 的
,

并非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自然的净化能力
,

也是有
“ 限度 ” 的 , 环境承纳排放的

“
废物

” 只有一定的
“
容量

” 。

人类可以适应 自然
,

并改造自然
,

建设理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

但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
,

下可随意行动
。

生物和人体对 有害物质的忍受能力
,

也是有 “ 限度
刀
的

。

要

保障人体健康
,

舒适爽快
,

要保持生态稳定
,
风调雨顺

,

高产稳产
,

就一定要按科学保

护环境
,

建设环境
。

人类活动不能不受 自然的约束
。

3
、

1

态环境一且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殆尽
,

往往是难以治理
、

恢复的
, 一

汀些是不

可逆 转的
。

大面积的水土保持要几十年
、

上百年见效
。

物种灭绝
,

不能恢复
。

生态系统

是许多复杂因素相互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
。

生态失去平衡
,

形成恶性循环
,

控制不住
,

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波
。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
,

起着重要作用
; 对保持水土

,

维护生态平衡
、

退立 良好稳定的生态系统负主要责任
。

要保持人类生态 系 统 的 动态平

衡
·

不断促进 良性循环
, ,
必须对人 口

、

资源
、

环境的发展进行全面规 kll
·

按照生态经济

学的原则
,

衡理资源
,

保诗水土
,

整治国土
,

改善环境
,

这 址保护生态环 境 的 根 本途

径
。

(三 ) 当前环境科学的动向

八
一

卜年代世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
:

第一造土壤退化
、

沙化和盐碱化
,

可耕地损失严重
。

不发达国家土地过度使用
,

超

过供养能力
; 发达国家使用化 肥过多

,

上壤盐分上升
, 导致盐碱化

。

加
_

l: 森林过伐
, 一

卜

壤受侵蚀
; 酸雨 也使土壤酸化

、

退化
。

第二 浓大气层改变
,

二氧化碳增加
, 臭氧层破坏

, 将导致世界气候发生变 {匕
.

对 ”

物生态
、

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

第三是和当数量的动植物种类
,

行将灭绝
,

主要是 由于热带森林的破坏
。

面对这些问题
,

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的着重点
,

已从控制 1 业污染
,

恢复和保护环境

质量
,

转向保护生态环境
,

保护 自然资源
,
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

进行人 口
、

资源
、

环

境的发展预测
,

探讨编制生态规划和管理生物圈等问题
。

目前科学 界的 思 潮 有 6 大趋



势
, 即

:

1
、 在整体概念检查环境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

更注意生命维持系统
,

扩大有关资源管理选择范围的讨论
;

完善危害测定的方法 ,

提高监测环境变化方法的效率多

更注意世界范围内的通盘考虑
。

二
、

我国的环境问题

(一 ) 环境问题的特点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又是一个人 口众多
,

幅员辽阔的大国
,

生态环境类

型复杂
,

地 区差异很大
,

发生的环境问题也是复杂多样
。

我国文化悠久
,

开发较早
,

历

史背景
、

地理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与别国不同
。

因此
,

出现的环境问题有其特殊性
。

当前

的主要问题是
:

1
、

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

尚未控制住
。

1 9 8 0年 日排污水 1亿吨
,

比 1 9 7 9年增 7
.

9%
。

1 9 7 9年排废气 9 9亿立方米
,

含有害物 6 , 4 0 0万吨
。

5 0 :
排放量 2 9 7 9年估 算为 z ,

找。o万吨
,

已超过世界平均量 (每平方公里 1 吨 )
, 1 9 80 年统计排放量 已达 1

, 6 00 万吨
; 尘 排 放量

1 9 7 9年估算 1 , 4 00 万吨
, 1 9 8 0年已达 1

, 8 37 万吨
; 有机氯

“ 六六六 ” 年产 35 万吨
,

大部分

施用于农 田 ; 废渣 1 9 8。年排 4
.

98 亿吨
,

回收率仅 1 9
.

6%
。

北京烟雾 日五十年代每年 64 天
,

七十年代 已增至 1 40 天
。

2
、

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应严重
,
尚未扭转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15 5万平 方 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 1 / 6 , 每年流失泥沙 50 亿吨
,

水库库容已淤积 1 / 3
。

全国33 亿亩草原
,

沙化
、

碱化
、

退化面积已达 7 亿亩 , 土地沙漠化面积达 64
, 0 00 平方公里 ; 森林覆盖面积

只占1 2
.

7%
,

比世界平均数低一半
。

20 多种珍贵动植物濒临危险境地
,

行将灭绝
。

3
、

人 口增长过快
,

东南部地区 (爱辉一兰州一腾 冲一线东南 ) 与城市人 口过密
。

32 年来人 口增加 4
.

2亿
,

人 口增长率为 20 编
。

人 口 95 %集中在东南部地区
。

全 国 人 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 10 3人
,

为世界平均数的 3倍
。

城市人口比解放前多一倍
, 1 00 万人以上的

城市 10 多个
,

50 一 1 00 万人的城市 20 多个
。

北京城区密度为每平方 公 里 1 4 ,

00 。人
,

上海

最高达 80
,

0 00 人
。

人 口骤增
,

密度过高
,

资源消耗过度
,

是引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

4
、

自然资源相对不足
,

浪费严重
。

按人口平均
,

我国维持生命系统的资源
,

大多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土地
,

每人平均不足 15 亩
,

仅世界平均数的30 % ,
耕地每人平均约

2亩
,

仅世界平均数的 1 / 3 多一点 ;
林地每人平均 1

.

8亩
,

不到世界平均数的12 % , 草

场每人平均 5亩
,

不到世界平均数一半
;
水资源分布很不平衡

,

每人平均 2 , 7 00 立方米
,

只及世界平均数 1 / 4
。

矿产资源
,

煤主要在北方
,

铁矿中富矿只占15 %
。

矿产 资 源破

坏
、

浪费严重
,

矿产利用率一般只有 50 一 60 %
。

工业 废渣已堆积 7 00 多亿吨
,

占地几十

万亩
。

40 万个企业中
,

技术设备先进的只占20 %
。

由于工业技术落后
,

能源资源浪费很

大
。

化工部门有 2 00 多个企业
,

每年投入生产的原料转化为产品的只占 1 / 3
,

其余 2 / 3



变为
“ 三废

” 排入环境
。

我国能源利用率低
,

不到 30 % ; 锅炉热效率只有 50 %
。 一

〔研俩
水重复利用的仅 20 %

。

5
、

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大
,

危害 日趋严重
。

据估算
,

目前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
,

己不止过去所说的 1 50 多万平方公里
。

早在五十年代末调查统计
,

全长江流域 n 个 省的

水土流失面积总共是 36 万平方公里
。

由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生态环境的破坏
,

到八十

年代初调查
,

仅四川一个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达到邓万平方公里
,

超过了五十年代全流

域 11 个省的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
。

1 9 81年
,

四川和陕西南部的洪灾造成水土流失危害
,

国家
、

集体和个 人的损失都十分严重
。

有些县每次暴雨至少要冲毁和冲光 2
,

。00 一 3 , 0 00

亩土地
。

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
,

面对裸岩痛哭不 已
, 有些地方相邻几个生产队

.

土地被冲光之后
.

难以谋生
,

只好逃往他乡另找出路
。

所以有人说
,

当代人类面临的儿

个环境问题的威胁中
,

危害最严重
、

最深远的还是水土流失
。

长期以来
,

由于缺乏环境科学知识
,

工作中的失误
,

加上管理不善
,

造成生产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失调
,

出现了上述 5 个问题
。

这 5个问题又相互影响
,

加剧了环境的

恶化
,

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宏伟的建设目标
。

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对环境的压力必然

加大
。

据国外估算
,

产值与污染增长之比约为 1 :

20
。

日本年产值增长 6 %
,

污 染 增长

1 5 -0 一幼。%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将增加 4 倍
,

再加上我国能源以煤为主

(农村每年烧桔秆 5 亿吨 )
,

化肥以氮为主
,

农药过去长期以有机氯
“ 六六六 ” 为主

,

污染的威胁是明显的
。

面对这样复杂的间题
,

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
。

只有不断

调查研究
,

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
,

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防治途径
。

(二 ) 十年来环境保护的经挂教训

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

是从 1 9 72 年参加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开始的
。

十年来取得了多

方面的进展
。

国家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的条款
,

颁布了 认环境保护法 》
、

; 森林法》 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从 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环保管理机构和水土 保 持 机 构
,

制定

了有关政策与条例
。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

国家作出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

把 管好 环

境
、

整治国土
、

保持水土
、

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

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

任务
。

十年来采取各种防治污染措施
,

使一些城市
、

农村和水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同时广泛宣传普及环境保护知识
,

实行制止破坏自然资源
,

特别是制止破坏森林和水土

资源的政策
,

建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
,

在控制人回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

十年来成绩是可观的
,

但
“ 三废

”
排放量仍在增加

,

生态环境的破坏
、

水土流失还

未制止
。

原因固然很多
,

看来主要是
:

1
、

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战略间题缺乏研究
,

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认识不

足
。

8 年前提出
“ 五年控制污染

,

十年解决环境问题
” 的环境保护目标

,

不切实际
。

十

年环境规划缺乏科学依据
,

没有 “ 定量 ”
化

,

缺少逐年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控制指标
,

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产重状况也不了解
。

2
、

对国情研究不够
,

至今未能掌握全国环境质量状况
,

缺乏环境信息资料
.

难 以

进行系统分析和环境预测
, 分不清轻重缓急

,

提不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总体设计
。

3
、

对环境管理
.

缺少一套有效的科学方法
。

《环境保护法》 公布后
,

实施条例和



细则没有跟上
,

影响法律的执行 , 对环境经济技术政策
,

科学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太

少
,
监测系统技术装备落后

,

未能发挥管理监督作用
。

4
、

对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的危害认识不足
。

有些业务部门不重视 水 土保 持 工

作
,

放任自流
,

或各自为政 ; 在水土流失防治中迫求形式
,

不注意质量
,

不讲求实效
,

造成损失
,
对毁林开荒

、

滥牧滥垦不制止
,

视而不见 , 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级懊的防治典
型得不到推广

。

以至 30 多年来
,

损失大于效益
,

破坏多过治理
,

水土流失愈演愈严重
,

水早风沙灾害愈来愈频繁
。

以上 4 点教训
,

归根结蒂
,

还是忽视科学技术的作用
,

缺少环境科学知识
,

措施不

力
,

影响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
。

三
、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是保护环境的根本措施

由上可见
,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失调 日趋严重
。

环境科学问题已成为各有关

部门的紧迫任务
。

我们千万不能走外国那种现代化伴随着公害泛滥成灾
,

破坏生态平衡

的弯路
,

贻害子孙后代
。

消除污染
,

保护环境
,

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更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

在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综合利用
,

化害为利
,

保护环境
,

造 很人民 的 方针指导

下
,

在创建美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的斗争中
,

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
,

是保护环境的根本

措施
。

一个地 区
,

一座山系
,

一条小流域
,

经过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
,

坡地上梯田地埂

鳞次栉比
,

江河湖泊塘库清澈见底
,

房舍整洁卫生
.

山岭乔灌草苍翠菊郁
,

这样的美好

环境不仅实现了泥不下山
,

水不出沟
,

改变了小区气候
,

达到减免 自然 灾 害 的 预期目

标
,

而且改善了生产
、

生活环境
,

创造了新的生态平衡
,

防治污染
,

减少疾病
,

这就开

创了安居乐业
、

人寿年丰的新局面
。

据研究
,

乔灌草植物贡献给人类的
,

除了人们一时一刻不能缺少的氧气和用于衣
、

食
、

住
、

行的物质外
,

还大量吸收空气中的尘埃
、

二氧化碳
、

氨
、

氟
、

氯 乙烯和其它有

毒气体
,

净化大气
,

把人们生活的空间变得清洁
、

新鲜
。

有些乔灌草的绿叶散发出的芳

香物质
,

可杀死空气 中的细菌
,

减少含菌量
,

降低疾病发生率
。

科学研究还证实
,

有些

针叶和阔叶树种散发出的物质— 杀菌素
,

可以杀死危害人类健康的 葡 萄 球 菌
、

链球

菌
、

白喉及百 日咳杆菌
;
有些树叶可使空气中的微生物减少一半左右

,

还可以有效的杀死

一些细菌
。

例如
,

有些菊科植物不仅花姿宜人
,

而且是名贵中药
,

用途甚广
。

日本医务

人员研究发现
,

菊花还具有保护环境
、

净化大气的功能
,

它对烟尘污染和有害气体都有

不同程度的吸收
、

抵抗能力
。

在工厂附近的小树林里
,

白械树和根树从空气中吸收的二

氧化硫
,

每小时竟达许多公升
。

公路干线两旁
,

用灌木植成绿篱
,

既美化了环境
,

又使

附近农田免受汽车排出的铅的污染
。

在焦化和冶金联合企业
,

则把橡树
、

械树
、

柏树等

靠近工厂栽植
,

中间是栗树
、

赤杨
、

千金榆
、

多刺云衫等
,

最后再栽上较为敏感的松树

和落叶松
.

这就可以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硫
。

还有很多乔灌草植物
,

对空气中有毒成份很

敏感
,

可以用作监测大气污染的哨兵
。

植物
、

土壤
、

水域和大气
,

都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和科学



翰南释境伞衡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分析

刘 建 业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抓研究所 )

拢 要

本文简要地阐述了翰南的自然条件
,

人类活动与环境平衡

的关系
.

环境平衡破坏后的表现及引起环境平衡破坏的原因
。

赣南是江西省赣州地区的简称
,

包括 18 个县 1个市
,

属丘陵山区
。

除零星分布的小

片河谷冲积平原外
,

大于巧
。

以上坡度的丘陵山地占土地总面积 ( 40
, 8 2 5平方 公 里 ) 的

7 5%左右
。

地势周高中低
, 四周为武夷山

、

诸广山
,

大庚岭
、

九连山和零山等中山地形

所环绕
,

这些山岭的海拔大都在 8 00 米以上
,

主要为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和花岗岩所组成
;

巾部地区丘陵绵延
,

其间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大小不等的盆地
,

主要 由第三纪或白坐纪的

红色砂岩
、

紫色砂页岩
、

砂砾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所构成
,

部分地方也有石灰岩出露
;

盆地内部地势平坦
,

河流贯穿其中
,
往往发育成 良好阶地

。

河流两旁有三四两级阶地
,

大部份经受切割成岗地或低丘地 ; 一二级阶地地势平坦
,

是农田所在
。

本区主要土壤类

型为红壤
,

其次为水稻土
、

紫色土和黄壤
,

还有面积很小的山地黄棕壤
、

山地草甸土
、

红色石灰土和冲积性草甸土等
。

研究单位
,

一方面要积极运用各种设备
、

装置和材料
,

处理好
“ 工业

几

三废 ” 和
“
城市三

废 ” ,

监测和防治水域
、

大气和土壤等环境的污染
,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增进人们

的健康
,

另一方面要同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密切合作
,

进行国土整治
,

综

含防治水土流失
,

让宜林荒山荒坡和
“
四旁

”
尽快地栽上各种乔灌草

。

这就是说
,

在对环

境的监测
、

防治和保护工作中
,

我们既妥充分发挥各种先进设备
、

装置和材料的作用
,

还要配合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和有关科学研究单位
.

大量种植和认真保护有相应除害的乔

灌草
,

综合防治水土流失
,

绿化祖国大地
,

这才是防治污染
,

保护环境
,

改善生态平衡的

根本措施
。

水土保持战线上的同志们应该进一步认识
,

水土保持工作不应局限于实现泥

不下坡
,

水不出沟
,

而应扩大到对整个 自然资源和生态坏境的保护
。

凡是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
、

造成水土流失的地区
,

要生产措施与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紧密配合
,

进行全面的

缘含治理
;
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

,

环境比较优美的地区
,

要认真保护
。

实际上
,

国土

整治
,

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
,

都是保护 自然
、

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

它们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一定要全面规划
,

统筹安排
。

本文根据作者 1 9 8 2年 10 月在陕西临渡召开的环境科学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