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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刻不容缓

郭 方

(中国利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

提 要

全世界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

在认识上 已趋向一致
,
正在制定对策

,

采取有

效行动
。

我国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问题
,

政府十分重视
,

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后已把保护

生态环境定为国策
,

有一整套方针
、

政策和措施
。

但是
,

令人焦急的是
,

边治理边破坏
, 一

方治理多方破坏
,

有的甚至 一方也没有认真治理的严峻局面
。

生态环境恶化焰势还在继续
,

加上全球恶化的不利影响
,

·

问题是严重的
,

不能掉以轻心
。

因此
,
当前摆在全国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
,

特别是环境科学
、

经济学
、

生态学
、

水土保持学面前的紧

迫任务是
,

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
,

为国家提出方案
,

制定有效措施
,
防治水土流失和生态环

境继续恶化
,

协调人和自然
。

我国自19 73 年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来
,

已经历 1 5个年头
。

15 年来
,

我们创立了环境

保护事业
,
取得很大进展

。

但是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如何 ? 应该怎样行动? 全国各界人 士 极 为 关

心
。

本文拟就这个间题提出一点意见
。

一
、

关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近几年
,

国际上对全球环境问题已作为紧迫任务积极行动起来
。

首先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

广泛进行探讨预测
,

学术会议频繁
。

各方人士发表种种见解和议论
,
科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的科技

成果
、

理论观点和学说
。

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个学科交叉渗透
,

产生许多边缘学 科
。

生 态 经 济

学
、

环境系统工程学
、

环境化学
、

环境生物学和环境地学
、

环境工程
,

等等
。

各种不同观点和学说

通过讨论
、

争辩
,

求同存异 ,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日益深入
,

促进环境科学逐步发展
,

从而有

力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

对全球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看法
,

过去有很多分歧
,

口前已逐渐接近
。

如

1 9 8 6年第三世界环境保护国际会议
,

一致认为威胁世界环境的有十大严重问题
,

即土壤侵蚀
、

沙漠

化日益严重
,

森林遭到严重砍伐
,

野生动物大量灭绝
,

人类饮水资源越来越少
,

渔业资源逐渐减

少
,
河水遭到严重污染

,

大量使用农药
,

地球温度明显上升
,

酸雨现象正在发展
,

以及世界人口

急剧增加
。

这些皆是人类生存的大敌
,

如再不采取措施
,

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

接着
,

去年世界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 的报告
,

以大量历史资料
、

统计数字
、

科学数据
,

说

明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

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人类面临的 16 个严重环境问题 ; 更加尖锐地指出
,

当前世界上挨饿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

并将继续增加 ; 化学品剧增
, “

大型
” 污染事故的灾难也

在增多
,

危害加重
。

在全面阐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之后
,

分析生态环境恶化原因是由于
:
我们在

发展中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来保护环境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所引起的
,

最 后 提 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

持续发展经济的结论
。

报告被作为重要的人类环境文献
,

获得 42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
,

标



志着国际上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己趋向一致
。

各国有了共同认识
,

情况明
,

决心大
,

行功

起来也就有力量
。

今年世界环境日又提出
“
公众参与

”
的行动 口号

。

最近联合国又召开了环晚和

发展会议
,

把环坑保护做为世界鼓紧迫的问题
。

联合国秘书长宣布
:
有24 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

人参加
,

成立高级工作小组
,

以对付环境污染和贫困问题
。

同时在多伦多召开了世界环境保护会

议
,

提出一项克服
“
温室效应

” ,

保护地球大气层的 5 点计划
,

号召积极行动起来
。

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

我们很少研究
。

有人认为外闪都好
,

全球的问题
“ 又远

、

又大
” ,

无暇

顾及
,

让外国人管去
。

殊不知全球的人类生态环境是个大系统
,

任何国土都是其 4 ,

的一系统
,

是

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

何况我们是个大国
,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影响于我 国
。

就以
“
温 室 效

应
” 弓}起全球升温和海平面上升来说

,

对我 国沿海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
,

不能等闲视之
。

若不密切

拄视
,

及早研究对策
,

可能造成失误
。

另一方面
,

我国人 口为世界之最
,

污染物排放 :1.
七也 居 世

界前列
,

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形响
,

必须心中有数
,

决不能人云亦云
,

自讨苦吃
。

为此
,

再次提出
:

应把全球生态环境发展 趋势及其对我国影响
、

预测和防范对策与措施
,

做为紧迫问题
,

红碑乏环境

科学
、

生态学
、

水土保持学
、

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有关学科
,

开展研究
,

向国家提出报告
,

采

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

二
、

关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

由于我国环境保护起步晚
,

环境保护科研力址不足
,

生态环境意识差
,

缺乏
“
公众乡与

” ,

对生态环境问题公开讨论不多
,

也未有较长时问 J一泛裸入开展调查研究的从础
。

囚此
,

对我 !日生

态环境现状估计
、

趋势顶测和环境战略
、

科学研究方向等
,

存在许多不同认识
,

尚未聚焦
,

影响

力最的集中
。

现仅就所得资料归纳分析如下
:

(一 ) 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趋势
。

对于我 }可生态环境现状和趋势的着法有 毛:

1
、

认为变化趋势有所好转
。

如
“ 七五 ”

环保计划说明指出
: “ 六五 “

取得了显著成就
,

有

些方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

主要有
:

( 1 ) 污染防治成就显著
一

:

一是新污染源得到 了有效地控

制
,

老 污染 源 治 理 进 展较快 ; 二是城市环境急剧恶化趋势开始得到控制
,

大体 控 制 在
“
五

五
”
水平上 ; 三足 I

一

J然环坑保护有 了一定的进展
,

部分地 沉水土流失的严对定局价f得到缓解
,

草旅

保护和建设 出现了新局面
。

2
、

认为当前生态环境仍在继续恶化
。

生和
开的

“ 全国生态环境发展趋势与对策
”

如去年年底中 it[J 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在四川乐 山召

研讨会提出建议
,

认为我国

势
:

城市环坑还未得封育效控制
,

环境质址亦在下降; 水资源短缺
态环境仍有继续 恶 化 的 趋

水污染加
.

垂
,

水资源危机正

在 日益迫近 ; 森林减少
、 一

草原退化
、

水土流失
、

土地沙化
、

自然灾害加剧
、

乡村耕地减少与人 日

不 i祈劝加
,

已形成尖锐矛后 ; 乡镇企业发展又带来资源浪费和污染蔓延两大问题
。

我怜在会上发

表的
“
生态变化趋势

`

,
j科研设想

” 一文提出
,

我国趋势是边治理边破坏
,

治理跟不上破坏
,

如水

土流失一方治理多方破坏
,

有的甚至一方也没有认真治理 ; 滥砍乱伐
,

禁而不」肠 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
,

有明显恶化趋势
。

3
、

认为人类已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

如 1 ,

62 5名各界人士签名的
“ 乐山宣丫i’,, 指出

,

我

国 已 llj f临一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

供采伐的森林资源将趋于枯竭
;

口前我国森林而积正以每分钟2
.

3公顷速度减少
,

到 2 0 0 0年可

个国每年水土流失
,

山区 已经超过 1 ,

了5 0亿吨

24 亿吨
;
草原生态系统面临着严重衰退局面

,

内蒙
、

沙漠
、

戈壁
;
供水不足

,

全国年受早农田 2
,

0 00 公顷
,

农村仍有半数以 J二人 口饮用不合卫生要求的水
。

2

.XI 已经超过 1 ,

了5 0亿吨
,

长江流域年流失土壤

青海和新疆就有相当三个 台湾省的而积变为

约 5
, 0 00 万人 口和 3

,

0 00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

1 9 8 6年 10 0个城市缺水
,

经济损失 2 0 0亿元
。 a
乐山



宣言
”
提出

,

全民族紧急动员起来
,

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
。

今年科协召开的
“
全国环境发展

”
学术

讨论会
,

提出了
“
发展经济

,

保护资源
,

拯救环境
”
的建议

,

认为
“
我国环境间题已成为非常难以

解决的
`

综合症
’ ,

很多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评价与
`

三同时
’
制度执行不力

。

日趋严重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环境恶化
,

加之人 口超负荷和资源不合理的损耗
,

交织成一堵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壁垒
。

我国 已到了非拯救环境不可的地步了
” 。

(二 ) 关于环境战略问题
。

在以下两个方面有议异
:

i
、

战略 目标
。

对 2 。。。年我国环境战略目标
,

有人认为难以实现
。

如浙江环境保护所竺诗忍

和新疆环境保护所徐锦峰提出
: “

到 2 0 0。年墓本上达到生态 良性循环
”
的目标

,

缺乏明确的环境

指标体系
,

缺乏科学依据
,

不符合中国国情
,

是很难如期实现的
。

2
、

战略重点
。

对仍以城市环境污染整治为重点
,

有不同意见
。

如南京环境科学所王健民提

出 “
要把环境战略重点转向农村及大自然

” 。

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在去年中国科学院环委会的研

讨会上提出
:
环境保护的战略应逐渐转入自然环境保护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

(三 ) 关于环境科研方 向问题
。

目前
,

我国对环境科学研究对象
、

任务
、

内容和方法论
,

以

及分支学科分类都存在分岐
。

它在整个科学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也很少研究
。

我曾在
“
环境

科学发展的趋势
”
和

“
重视方法论发展环境科学

”
两篇文章中提出

,

环境科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有关学科的综合
,

既有基础理论也有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
,

既有硬科学也有软科学
,

必

须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

但是科研体制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别划归不 同部门管理
,

把环境

科学归到科技部门
,

多年来科研力量主要放在污染防治技术上
,

基础理论
、

方法论
、

科学学以及

软科学的研究有所忽视
,

对学科交叉
、

渗透和综合十分不利
,

急需改变
。

三
、

一点建议

综上所述
,

全球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问题
,

在认识上 已趋向一致
,

正在制定对策
,

采取有效行动
。

我国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问题
,

政府十分重视
,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之后 已把保护生态环境定为国策
,

制定了一整套方针
、

政策和措施
。 “

六五
”
期间少tJ于环境

保护的资金约 1 70 亿元
, “ 七五

”
将筹集35 0亿元

。

但是
,

令人焦急的是
,

全国仍处于边治理边破

坏
,

甚至破坏大于治理 ; 一方治理多方破坏
,

有的甚至一方也没有认真治理的严峻局而
。

生态环

境恶化趋势还在继续
,

加上全球恶化的不利影响
,

问题是严重的
,

决不能掉以轻心
。

因此
,

当前

摆在全国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
,

特别是环境科学
、

经济学
、

生态学
、

水土

保持学 以及环境管理学
、

生态经济学面前的紧迫任务是
:
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

,

为国 家 提 出 方

案
,

制定有效对策
,

防治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

协调人类和大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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