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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潜在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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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阐述了陕南地区目前所存在的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频发 ,环境污染防治水平低等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的现状。采用替代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恢复费用法和补偿价值法 ,分别估算了每年因土壤侵蚀的

养分损失 ,河道 (水库)清淤费用 ,退耕还林补偿费以及工程性缺水对该地区发展可能造成的潜在经济损

失 ,并分析了其对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的可能影响。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水土保持 ,水源地保

护等加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方法 ,实施居民避让搬迁和生态移民工程、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等解决陕南地

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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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ir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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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in eco2environmental p roblems in Sout hern Shaanxi Province were revealed , which include

soil and water loss , f requent geological hazards , and the low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The annual potential economic loss in regional develop ment caused by soil fertility loss , river channel and

reservoir dredging ,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convert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 and engineering

water shortage was estimated by using t he methods of market value substit ution , shadow engineering , recov2
ery cost , and value compensation. Their possible influences on water quality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 h to

Nort 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 he analyses ,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solving the

eco2environmental p roblems were proposed , such as enhanc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headwater ar2
ea protection for the accelerated eco2environmental develop ment , implementing the resident removal avoid2
ance and ecological migration , and taking t he comprehensive t reat 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Keywords :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 eco2environmental problem; estimation of economic loss; potential influ2
ence

　　陕南地区北依秦岭 ,南屏巴山 ,又称为秦巴山区 ,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30′30″—111°1′25″, 北纬

31°42′—34°25′40″,处于我国南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

渡的中间地带 ,气候温和 ,雨量较关中、陕北地区充

沛。陕南地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土地面积

6. 99 ×104 km2 ,约占陕西全省面积的 34. 02 % ,现有

人口约 8. 9 ×106 人 , 约占陕西省人口总数的

23. 75 %。陕南地区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丰

富 ,是我国南水北调重大工程中线的重要水源地 ,被

人们誉为世界基因的宝库 ,是我国自然资源最富集的

地区之一。

近年来 ,随着陕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

以及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使得其局部区域曾经存在

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就陕南

地区所承担的我国中部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南水

北调中线供水工程主要水源地的环境功能而言 ,其生



态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值国家西部大开发和

陕西省陕南突破发展的关键时期 ,系统研究陕南地区

生态环境问题 ,可能影响及解决对策 ,对于推动该地

区经济发展 ,保障地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安全 ,充分发

挥其环境功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陕南地区目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

水土流失严重 ,地质灾害频发 ,环境污染防治水平低

三个方面。

1. 1 　水土流失严重

陕南地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 ,部分区

域兼具滑坡、崩塌等重力侵蚀。截止到 2005 年末 ,陕

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3. 64 ×104 km2 ,占地区总面

积的 52. 07 % ,占陕西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6. 72 % ,

按照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96) ,区

内轻度流失面积 1. 07 ×104 km2 ,占流失面积的

29. 38 %;中度流失面积 1. 45 ×104 km2 ,占 39. 73 %;强

度流失面积 5. 9 ×103 km2 ,占 16. 22 %;极强度流失面

积 4. 0 ×103 km2 ,占 11. 11 %;剧烈流失面积 1. 3 ×103

km2 ,占 3. 56 %。平均年土壤侵蚀量 1. 175 ×108 t ,平

均侵蚀模数为 3 460 t/ (km2 ·a) ,局部高达 5 000～

8 000 t/ (km2 ·a) ,部分市、县 (区) 由水土流失造成的

生态环境恶化 ,已远超过了陕北和关中部分区域。例

如水土流失问题最严重的略阳等县甚至高达 7 076 t/

(km2 ·a) ,已经超过了陕北地区的志丹、黄陵、宜川等

水土流失重点县[1 ] 。此外 ,陕南地区长江流域的 29 个

县 (区)中有 23 个县 (区) 的土壤侵蚀模数在 1 000 t/

(km2 ·a)以上 ,导致区内长江流域年输沙量在 9. 0 ×

107 t 左右 ,该区域面积只占长江流域的 4 % ,而年输沙

量却占长江总输沙量的 12 %[2 —3 ] 。

陕南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山势陡峻 ,断面发育 ,褶皱强烈 ,基岩疏松破碎 ,暴雨强

而频繁都是造成此结果的因素之一。但从现有研究分

析 ,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盲目开荒、陡坡耕种等造成的

地表植被覆盖下降而引起的人为水土流失。以南水北

调中线水源区为例 ,陕南地区因人为原因而增加的年

平均入河泥沙量为 4. 94 ×107 t ,约占总输沙量的

41 %[4 ] ;另据李凯荣在安康市测定 ,荒坡的侵蚀模数平

均为 5 375 t/ (km2 ·a) ,坡耕地为 7 000～10 000 t/

(km2 ·a) ,而平地只有 233. 7 t/ (km2 ·a) [5 ] 。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的好坏 ,将直接影响到陕南地

区生态环境建设质量和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的技

术经济性 ,势必成为陕南地区首要解决的地区性生态

环境问题。

1. 2 　地质灾害频发

由于陕南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 ,多样的地形状

况 ,复杂的地质条件 ,加上不合理的采矿、修路等人类

工程活动和不合理的农业活动等影响 ,导致了滑坡、

洪灾、崩塌及岩溶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频繁发生。

陕南地区目前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3 881 处 ,其中

滑坡 3 451 处 ,崩塌 402 处 ,泥石流沟 204 条 ,地面塌

陷 32 处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439 处 ,威胁 300 人以上的点 116 处 ,威胁 1 000 人以

上的点 21 处。

建国以来 ,陕南地区防治地质灾害能力已经有了很

大提升 ,但是该地区目前防范和抵御地质灾害能力还较

低 ,各类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十分严重。例如 ,

2002 年 6 月 9 日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宁陕县 14 个乡

(镇)中有 11 个乡(镇)受灾 ,1 个重点集镇被毁 ;受灾 1. 6

×104 户 ,5. 6 ×104 人 ,死亡 41 人 ,失踪 161 人 ,6 063 间

房屋被毁 ,6 400 余人无家可归 ,1 800 hm2 农田 ,3 333

hm2 经济林被冲毁 ,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直接

经济损失 1. 4 ×109 元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四亩地镇的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2. 5 ×108 元[6 ] 。

陕南地区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造成不同程度的

人员伤亡 ,交通中断 ,厂矿建筑和居民房屋被损毁 ,良

田耕地遭破坏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已

成为威胁陕西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陕南突破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 3 　环境污染防治水平低

陕南地区的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程度和处理能

力一直处于陕西省的偏下水平。根据原国家环保总

局 (现国家环保部)《2005 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

整治年度报告》,安康市和商洛市在全国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定量考核中 ,结果排名均位于陕西省 11 个地

市中的后 5 名 ,商洛市甚至被列入全国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相对最差的 6 个城市之一。

以工业污染治理情况为例 ,根据《2005 年陕西省

环境统计年报》,2005 年陕南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为 80. 00 % ,低于同时期陕西省平均水平近 13 个

百分点 ;区内废水重复利用率为 87. 50 % ,略高于陕

西省平均水平 ,但是在商洛市和安康市却分别仅达到

40. 34 %和 36. 45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截至 2005

年末 ,安康市和商洛市均未建有污水处理厂 ,导致两

市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区内河道。有研究

认为 , 近年来造成汉江安康段水体中 N H3 —N ,

NO3 —N 和 NO2 —N 等“三氮”和 COD 升高及沿岸

城镇地下水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安康市城

镇安全排污系统不完善[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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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区除工业废水治理力度上远低于同时期

陕西省的平均水平之外 ,区内的工业生产废气处理力

度也远低于陕西省的平均水平 ,因而导致局部区域大

气环境质量恶化。2005 年陕南地区工业粉尘达标排

放率低于陕西省平均水平近 29 个百分点 ;区内烟尘

达标排放率虽然略高于陕西省平均水平 ,但安康市和

商洛市的情况却十分严峻 ,分别仅达到 13. 78 %和

2. 38 %。此外 ,陕南地区 SO2 达标排放情况与烟尘

相似 ,整体情况较好 ,但在安康市和商洛市 ,问题依然

严重 ,分别仅为 4. 72 %和 1. 68 % ;此外 ,根据《陕西省

2007 年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安康市和商洛市空气中

SO2 年均浓度分别为 0. 054 mg/ m3 和 0. 058 mg/

m3 ,略低于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

1996) 所规定的 0. 06 mg/ m3 的 Ⅱ级标准限值 ,但与

2006 年相比 ,增幅却分别高达 86. 21 %和 132. 00 %。

陕南地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低于陕西

省同期平均水平近 4 个百分点 ,商洛市甚至仅为

1. 93 % ;其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置率仅为 6. 50 % ,甚至

不及陕西省平均水平的 1/ 4 ;区内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率和处置率分别为 16. 52 %和 0. 44 % ,也远低于陕西

省平均水平。

陕南地区本身在经济发展总量及发展速度上都

相对比较落后 ,在今后实现该地区经济突破发展的过

程中 ,势必会对区内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

此 ,如果不加强陕南地区所排放污染物的防治力度 ,

不但会对所在区域的水体、土壤、大气以及森林植被

的生态环境质量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 ,也势必会影响

到陕西省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除此之外 ,陕南

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水质 ,进而影响我国华东地区的

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 ,对区内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必须成为陕南地区的当务之急。

2 　生态环境经济损失估算与对南水北
调工程影响

2. 1 　地区发展的潜在经济损失

陕南地区目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对该地

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陕南地区生态环境

问题具有破坏面广、监测数据缺乏等特点 ,其对该地

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除有关部门统计的部分直

接损失之外 ,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进行直接统计。本文

主要针对土壤侵蚀的养分损失 ,汉江和丹江 (下称汉、

丹江)流域河道及水库清淤 ,退耕还林补偿以及工程

性缺水等方面的问题 ,对陕南地区可能造成的潜在经

济损失进行估算分析。

2. 1. 1 　土壤侵蚀的养分损失估算 　根据土壤普查均

值和相关基础数据 ,陕南地区年均土壤侵蚀量为1. 18

×108 t ,将土壤中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分别折合为

尿素、重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等 3 种化肥 ,可计算出该

地区每年因土壤侵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4. 29 ×

108 元 (见表 1) 。

表 1 　陕南地区土壤侵蚀的养分损失

项 目
含量/

(kg ·t - 1 )
折合化肥

市场价格/

(元 ·t - 1 )

经济损失/

108 元

碱解氮 0. 70 尿素 1 750 3. 14

速效磷 0. 01 重过磷酸钙 3 100 0. 18

速效钾 0. 13 氯化钾 2 000 0. 97

合 计 94. 29

2. 1. 2 　汉、丹江流域河道 (水库) 清淤费用估算 　陕

南地区每年通过汉、丹江向长江输沙 9. 0 ×107 t 左右 ,

其直接结果是汉、丹江河道严重堵塞、河床抬高和沿线

水库泥沙大量淤积。据 2002 年对汉江流域 38 座百万

m3 以上水库实测资料统计 ,总淤积量为 8. 41 ×107

m3 ,占总库容 3. 37 ×108 m3 的 24. 95 % ,年均淤积 2. 56

×106 m3 。由于现阶段清除库区中淤积泥沙的费用高

于修建同体积水库的费用 ,所以人们对处于正常运行

水库进行排沙清淤并不重视 ,但封光寅等已提出了对

水库进行排沙清淤工作十分必要的看法[8 ] 。假设需将

汉、丹江输沙量的 85 %(即 7. 65 ×107 t 泥沙)清理出河

道及水库 ,并按清除每 1 t 泥沙需 5 元钱计 ,利用影子

工程法可计算陕南地区每年因向汉、丹江输沙而造成

的经济损失约为 3. 83 ×108 元。

2. 1. 3 　退耕还林补偿费估算 　陡坡耕地是造成水土

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陕南地区共有耕地 7. 45 ×105

hm2 ,其中 25°以上的耕地约为 5. 97 ×105 hm2 ,如在三

年内将区内陡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 ,利用恢复费用法

计算补助费。根据国家相关标准 ,陕南地区每 1 hm2

退耕地补助金为 1 575 元 ,同时一次性补助树苗款 750

元 ,管护费每年 300 元 ,总计 2 625 元/ hm2 ,每年退耕

还林补偿费用总计为 5. 23 ×108 元。

2. 1. 4 　工程性缺水经济损失估算 　陕南地区是陕西

省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70. 7 %集

中在该地区 ,但区内河流均属于山区河流 ,水源工程建

设难度大 ,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属于工程性缺水地

区[9 ] 。陕南地区工程性缺水问题一旦得到解决 ,可使

区内大部分居民早日脱贫、脱困 ,从而减少地区生态环

境的人为破坏 ,因此将工程性缺水经济损失作为该地

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经济损失组成部分之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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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区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规划 (2007 —2020)》,截

止 2005 年 ,陕南地区现有设施供水量 2. 38 ×109 m3 ,

近期完工的水利设施新增供水量为 7. 32 ×108 m3 ,

2010 年需水量预计为 3. 39 ×109 m3 (其中城镇需水量

和农田灌溉需水量分别为 8. 24 ×108 m3 和 2. 50 ×109

m3 ,两者之和占地区需水总量的 98. 05 %)届时该地区

将缺水 2. 83 ×108 m3 。

关于城镇需水缺乏问题 ,秦臻提出采用水价调整 ,

推广节水器具等方案预计 2010 年可解决陕南地区城

镇缺水问题 ,并节水 5. 1 ×107 m3 ,为此需要投入的资

金约为 1. 0 ×108 元[10 ] ;假设剩余 2. 32 ×108 m3 都为

农田灌溉缺水 ,该地区 2005 年农业总产值为 1. 16 ×

1010元 ,农田灌溉用水量 1. 73 ×109 m3 [11 ] ,可估算出区

内每缺少 1 m3 农田灌溉用水造成的农业产值损失为

6. 63 元 ,则 2010 年预计因缺水造成的农业产值损失为

1. 54 ×109 元。陕南地区因工程性缺水问题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总计为 1. 64 ×109 元。

综上所述 ,陕南地区每年因以上 4 项生态环境问

题所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约 2. 97 ×109 元 (见表 2) 。

根据汉中市、安康市和商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10 年陕南地区国内生产

总值预计将达到 7. 75 ×1010元 ,则生态环境问题所造

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将占 2010 年区内国民生产总值的

3. 84 % ,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表 2 　2010 年预计陕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潜在经济损失

项 目 　　　 计算方法 经济损失/ 108 元 备 注

土壤养分损失 替代市场价值法 4. 29 按 1. 175 ×108 t 土壤计

流域河道 (水库)清淤费用 影子工程法 　　 3. 83 按 7. 65 ×107 t 泥沙计

退耕还林补偿费 恢复费用法 　　 5. 23 按 2 625 元/ hm2 计

工程性缺水经济损失 补偿价值法 　　 16. 38 按 6. 63 元/ m3 计

　　　合 计 29. 73

2. 2 　对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的影响

从长江中游中最大支流汉江与汉江支流丹江交汇

处的丹江口水库引水北调 ,是解决我国华北地区缺水

的主要措施之一。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自然入库水量

为 4. 09 ×1010 m3 ,其中陕南地区汉、丹江流域的入库水

量为 2. 85 ×1010 m3 ,占总入库水量的 69. 69 %。

多年以来 ,由于陕南局部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市政

建设的滞后 ,致使汉、丹江水质恶化 ,直接影响并威胁

着丹江口水库的水质。丹江口水库目前主要污染物

为有机物 ,主要污染源为生活污水、农业污水、工业废

水、地表径流污染和地下水污染。据 2004 年《陕西省

长江流域排污口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 ,每年进入汉、

丹江的污 (废) 水总计 1. 08 ×108 t , COD 约 1. 61 ×

104 t ,污 (废)水未经有效处理而排入河道是造成汉、

丹江水系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位于汉江中游的安康水电站 ,距离丹江口水库

260 km ,其供水量占南水北调中线的 75 %。监测数

据表明 , 1986 —2003 年间 ,安康电站水质呈下降趋

势 ,水体中 NO3 —N 浓度与 1986 年相比增长率高达

209. 38 % ,DO 浓度相对减少率为 13. 75 % ,汉江的水

质污染状况已不容乐观 (见表 3 ) [ 12 ] 。此外 , 由

2001 —2007 年《陕西省环境质量状况公告》所给出的

汉、丹江水体最主要的污染物为 N H3 —N 和石油类

的结论 ,亦证实了近年来受沿江城市污 (废)水排放的

影响导致汉、丹江水质下降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 ,陕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南水北

调中线水质影响还将可能呈加大趋势。据《丹江口库

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2000 年汉江

流域入河 COD 量约为 9. 0 ×104 t ,2010 年预计为1. 2

×105 t ,涨幅约为 33. 33 %。但陕西省 (主要是陕南

地区)入河 COD 量却从 4. 166 3 ×104 t 跃升为 5. 964

7 ×104 t ,涨幅高达 43. 17 %。

另外 ,对比 2000 年和 2010 年预计入河排污情况

(详见表 4) ,不难看出 ,陕西省 (陕南地区) 在污 (废)

水入河量和 N H3 —N 入河量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

高。

表 3 　安康水电站 1986 年与 2003 年水质监测部分平均数据

项 目 p H 值 DO/ (mg ·L - 1 ) COD/ (mg ·L - 1 ) BOD5 / (mg ·L - 1 ) N H3 —N/ (mg ·L - 1 ) NO3 —N/ (mg ·L - 1 )

1986 年 8. 10 8. 73 2. 30 0. 80 0. 70 0. 32

2003 年 7. 55 7. 53 1. 70 0. 92 0. 18 0. 99

变化率/ % + 6. 79 - 13. 75 - 26. 09 + 15. 00 - 74. 29 + 20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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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江口水库现状水质符合我国《地表水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 —2002)所规定 Ⅱ类标准 ,但水质现

已为中度营养状态 ,其中氮、磷浓度已达中度营养浓

度标准的上限。在保持平均入库水量不变的情况下 ,

陕南地区的环境污染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 ,丹江口水

库水质极有可能难于达到南水北调所规定的 Ⅱ类标

准要求 ,由此将会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技术经济实

效性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表 4 　陕西省 2000 年与 2010 年预计

汉江流域入河排污情况比较 104 t

项 目
污 (废)

水入河量

COD

入河量

N H3 - N

入河量

2000 年 15 358. 70 4. 166 4 0. 275 0

2010 年预计 18 266. 30 5. 964 7 0. 403 1

2000 年所占比率/ % 42. 81 45. 850 0 57. 840 0

2010 年预计占比率/ % 44. 02 47. 710 0 59. 570 0

增长率/ % + 1. 21 + 1. 860 0 + 1. 730 0

3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对策初探

陕南地区目前虽然面临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压力 ,

但同时也拥有国家西部大开发和陕西省陕南突破发

展的大好机遇。在保持陕南地区现有生态环境优势

的基础上 ,减轻甚至消除现状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实

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生态功能的必由之路。

3. 1 　加速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区域水源涵养能力

(1) 加快陕南生态环境建设进程 ,核心在于加强

水土保持工作力度。严格控制开垦 ,禁止在 25°以上

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严禁开荒采伐 ,严格控制林

木采伐 ,积极解决当地群众生活困难 (包括烧柴等实

际困难) ,帮助其进行合理生产建设 ,早日脱贫、脱困 ,

使荒山绿化 ,达到预防和控制水土流失的目的。

(2)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①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退耕还林条例》,合理规划 ,逐

步展开退耕还林还草工作 ; ②封山育林育草 :陕南

地区降雨量较多 ,水热条件较好 ,所以通过局部区域

封山等方式进行封山育林育草 ,消除人为因素干扰 ,

大多数水土流失地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植被 ,以达

到生态自我修复 ,加快实现水土保持的目标 ; ③结

合治理区域的地形、气候等特点 ,因地制宜 ,设置拦沙

坝、谷坊、淤地坝等工程措施 ,采取工程措施进行水土

保持工作。

(3) 陕南地区除加大水土保持工作力度之外 ,还

应加大保护汉、丹江水源地 ,改善水质的力度以及积

极推进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 ,湿地保护 ,自然灾害防

治等重点生态环境工程建设 ,以重点提高该地区的水

源涵养能力。

3. 2 　实施居民避让搬迁和生态移民工程

针对陕南地区地质灾害的成因和突发性、群发

性、季节性等特点 ,结合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进行

防灾减灾工作。针对各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类型 ,

确定经济合理的治理方案。对重大难以治理的地质

灾害点及威胁人数较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应明确提

出居民避让搬迁方案。同时结合陕南地区新农村建

设 ,合理选择居民点 ,选址应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隐患

点 ,对危害较为严重 ,又难以搬迁的 ,则应采取工程治

理措施。

(1) 滑坡治理措施应以居民避让搬迁 ,组织群众

撤离危险区为主 ,难以搬迁的地区 ,应通过卸荷减重 ,

抗滑支撑 ,钻孔等工程措施增强滑坡体的稳定性 ;泥石

流灾害防治 ,在鉴定其危险性的基础上 ,建立预防监测

及预警系统 ,加强对泥石流坡面的生态治理措施 ,同时

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 ,如在可能发生泥石流的沟谷中 ,

修建拦沙坝、谷坊等构筑物以拦截泥石流固体物。

(2) 区内部分山高坡陡 ,耕地缺乏 ,群众居住分

散等的区域 ,从以生态环境建设促移民工程 ,以移民

工程促生态环境改善的角度出发 ,将分散居住在山区

的群众 ,分次分批转移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 ,从而

改变原有人林相伴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现象 ,逐步

减少人类因为生存需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①在陕南地区海拔 2 600 m 以上及各类保育用地范

围内 ,禁止开发 ,实行严格保护 ,并逐步将原有居民迁

出 ,以保护秦岭山地生态系统原始性和其特有的高山

针叶林灌丛草甸景观 ; ②海拔 1 600～2 600 m 的非

保育用地范围 ,设置为限制开发区 ,限制区域内人口

数量 ,逐步将区域内人口转移至合理区域 ; ③部分

情况特殊区域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3. 3 　开展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陕南地区应结合区域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地方环

境标准 ,鼓励污染物排放企业对污染物减量排放和零

排放 ,结合工程措施 ,逐步开展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目前 ,陕南地区应首先对区内城镇生活污水和工

业废水展开综合治理工作 ,以保障实现“一江清水送

北京”的目标。建议陕南地区首先充分考虑各市、县

(区)经济发展情况及污染状况 ,在一定的期限内 ,统

一规划 ,分别设计 ,率先建设一批小型污水处理工程 ,

以工程措施保证污 (废)水达标排放 ,并在后续过程中

再逐步完善此工作。

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安康市 ,其工作重点在于

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汉阴县、平利县、旬阳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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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县及镇坪县的污 (废)水治理工作 ,以保证作为汉江

支流的长安河、任河、岚河、月河、坝河、旬河、白石河

及南江河水质达到南水北调中线所规定的 Ⅱ类水水

质标准 ;商洛市的重点在于对商州区、丹凤县、商南县

的污 (废)水进行治理 ,其目的在于保证丹江支流的南

秦河、老君河、武关河及富水河的水质达标 ;汉中市需

对其辖区内南郑县、城固县加强污 (废)水治理工作。

针对目前汉、丹江水体含氮量较高的状况 ,陕南

地区应对区内污染较严重小流域建设河岸植被带以

及展开湿地恢复工作 ,以加强常规小型污水处理工程

脱氮除磷效果及改善局部区域因非点源污染和水土

流失所造成的水体富养化问题。

除以上措施外 ,地方各级政府应运用各类宣传手

段 ,展开国情国策及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全民教

育 ,倡导绿色营销、绿色消费等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

式 ,全面提高地区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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