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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岸带生态屏障建设技术体系初步研究
———以云阳县盘龙镇示范区为例

王 峰，陈 勇，周立江，朱雪娟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针对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等问题，建设符合区域发展模式的库岸带生

态屏障是库区及下游地区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结合实地调研，以云阳县盘龙镇示

范区为例，探讨了库岸带生态屏障建设的功能分区、建设目标与建设原则，初步提出了包括９类２０余种建设

模式的技术体系，并就建设效益进行了分析评价，旨在提出可供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建设参考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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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
干工程，因水位上升受淹没影响的区域包括重庆市、湖
北省的２６个县（市、区），水库回水范围６００ｋｍ余，淹
没陆地６３２ｋｍ２。三峡库区地处水域生态系统与山地
生态系统的过渡区，具有先天的生态系统脆弱性和不
稳定性。由于人口密度大，长期以来过度开垦和强度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库区生态系统已遭受严重破坏。
随着三峡蓄水导致沿江地段土地淹没以及百万移民的
重新安置，人地关系矛盾、生态经济矛盾将进一步加
剧［１］。三峡工程建成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态环境问
题［２］，建成蓄水后的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及水体自净能
力下降等问题，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的长久安全运行

及下游地区生态安全［３］。如何综合利用现有研究成
果，形成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库岸带生态
屏障建设工程技术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示范区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
云阳县盘龙镇，与新县城隔江相望，涉及１４个村、

４　０８５户、１５　５７６人，面积２　６７６．９０ｈｍ２。该区属中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８．４℃，极端最高
温度４２．９℃，极端最低温度－３．７ ℃。年日照数

１　４８４．８ｈ，年降水量１　１００ｍｍ。无霜期３０４ｄ。土
壤属紫色土、山地黄壤２大类。受华莹山—方斗山弧



形褶皱体系和大巴山断褶皱带控制，以褶皱为主，断
裂规模很小。地貌属川东平行岭谷背斜式深丘区，以
山地为主，平坝少，陡坡多，最高峰为云峰山，海拔

１　８０９ｍ，最低点位于长江出境处，１３９ｍ。地带性植
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由于人为活动的破坏干
扰，现有植被多为人工针叶林和次生林。全县林业用
地１．７９×１０５　ｈｍ２，其中森林面积占６３．２％，活立木
蓄积５．５９×１０６　ｍ３，森林覆盖率３０．９７％，主要树种有
马尾松、柏树、杉树、栎类、油桐等。云阳县是全国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县，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强度侵蚀
区。据２００５年重庆市水土流失监测公告，全县水土
流失面积为２　１０３．０６ｋｍ２，占幅员面积的５７．８７％。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５　７９７ｔ／（ｋｍ２·ａ），年土壤侵蚀
量１．２２×１０７　ｔ。经实地调查统计，研究区水土流失
面积２　１４１．１ｈｍ２，占总面积７９．９８％，其中中度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 １　６３３．８７ｈｍ２，占流失总面积的

７６．３１％，土壤侵蚀模数４　０７２ｔ／（ｋｍ２·ａ），年土壤侵
蚀量１．０９×１０５　ｔ，坡耕地、宜林地、疏林地、未成林
地、经济林是水土流失强度较高的地类。

２　研究区功能分区与布局

依据三峡库岸带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功能需求及
土地利用现状，对研究区进行功能区划，分为库岸防
护区、生态防护区、生态经济区、生态农田区和城镇景
观区。各功能区面积及其所占比例见表１。

２．１　库岸防护区
库岸防护区为生态屏障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防治

水土流失，控制面源污染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三峡
库周生态景观提升的主题区。该区从沿江海拔１７５
ｍ向上，因地区划，水平宽度３０～１００ｍ。区内农地、
经济林与林地相间交错，易形成严重水土流失，导致
泥沙和污染物直接进入水库。在库岸线附近栽植竹
类，上部按块状配置各类景观乔木，将现有森林植被
串联成带，形成水库周围的生态绿墙，起到拦截泥沙
和减轻面源污染的作用。

２．２　生态防护区
为水库周边自然地形第一层山脊以内，库岸防护

区以上的林业用地，坡度较陡，土层浅薄，裸岩多，生
态环境脆弱，低效防护林和中幼林面积较大。采取封
禁、管护、低效林改造、中幼林抚育等措施，改善森林
结构，提高林分质量，增强森林涵养水源，固土护坡，
保育土壤等功能，使其成为生态产业和农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生态保障。

２．３　生态经济区
为水库周边自然地形中第一层山脊以内，库岸防

护区以上的经济林地和规划建设经济林的坡耕地。地
势以缓斜坡为主，土壤厚度２０—４０ｃｍ。现有经济林以
柑橘、枇杷较多，品种混杂，多为粗放管理。坡耕地是
三峡库区的重点水土流失区和泥沙的主要来源地［４］，
土质瘠薄，产量效益低下。

按照“公司＋基地＋农户”模式，通过土地利用结
构调整，引进龙头企业，以发展生态经济林为主导方
向，实现传统的耕作农业向生态农业、观光农业转变，
逐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的产业基地，增
强生态、经济综合效能。

２．４　生态农田区
为水库周边自然地形中第一层山脊以内，库岸防

护区以上的水田、旱地等。地势平缓，以平缓坡、梯地
为主，土层厚度多在４０ｃｍ以上。水田依地形布局分
散，旱地多为传统顺坡耕作，易造成土壤流失。通过
完善农田林网，配置生物埂，改变耕作方式等措施，减
少水土流失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土地生产力。

２．５　城镇景观区
盘龙镇城镇区现有绿化的层次布局不合理，绿量

偏少，绿化率和树种档次较低，不能有效发挥景观美
化和环境保护效能。以该区为城镇绿化示范点，充分
考虑其生态功能与景观效果，镇区绿化与周边森林植
被的有机融合，选择生态功能强，景观效果好的树种，
通过布局调整，扩展绿化区域，丰富绿化层次感，打造
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建设示范城镇。

表１　研究区生态屏障建设各功能区面积与比例

功能区　 库岸防护区 生态防护区 生态经济区 生态农田区 城镇景观区 合 计

面积／ｈｍ２　 １００．１７　 １　１０５．１３　 ６９１．３８　 ７４３．２８　 ３６．９４　 ２　６７６．９０
所占比例／％ ３．７４　 ４１．２８　 ２５．８３　 ２７．７７　 １．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３　技术体系分析

３．１　建设目标与原则

３．１．１　建设目标　三峡库岸带生态屏障建设，以保

障三峡水库生态安全为首要目的，将控制沿江山地水
土流失和面源污染作为重点目标，通过带（库岸防护
带），片（防护林片区、生态经济片区、生态农田片区、
城镇景观片区），网（农田林网），线（绿色通道），点（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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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绿化）的建设，构建起结构完善，系统稳定，功能高
效的以森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系统［５］。充分发挥森
林植被涵养水源，保育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面
源污染的生态功能和增效创收的经济功能，形成以经
济促进生态，以生态保障经济，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
生态环境工程体系，将研究区建设成三峡库区生态屏
障建设的示范典型。

３．１．２　建设原则
（１）生态优先，科学布局原则。根据区域自然与

社会经济条件，客观评价存在的环境问题及主要因
素，围绕生态屏障构建的主题，按照植物生态学和生
物学特性，对不同功能区，不同地块采用适宜的建设
措施，改良林分结构，增强森林植被综合功能，形成布
局合理，搭配协调的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和
城镇绿化系统。

（２）以人为本，生态经济原则。充分考虑库区人
地关系的现状，针对各功能区的不同对象，整合资源，
探索多种建设模式，在确保环境效益实现的同时，按
照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平衡的思路［６］，科学
营建生态经济林，在居民点、农田间隙等合理配置具
有较高经济效益的树种，使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开
发、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带动区域生态休闲
旅游业发展及相关经济模式形成，充分发挥生态屏障
建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３）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三峡库区良好的
水热条件孕育了众多优质乡土树种资源，选择具有一
定稳定性，生长快，抗逆性强的乡土树种，按照立地条
件优劣和植物群落演替规律，以乔木为主，灌木、草本
合理搭配，形成布局完善，立体防护的生态屏障体系。

（４）尊重自然，景观生态原则。坚持生态优先的
同时，考虑示范区紧邻县城、张飞庙景区及长江三峡
黄金水道的区位特征，遵循景观生态原理，强调景观
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注重自然、协调、类型多
样、层次丰富，构建具有丰富林相、季相的库区生态景
观林。

（５）建设与保护并重原则。坚持“三分造，七分
管”的森林经营原则，营建、改造与抚育管护相结合，
做好森林火灾、病虫害的预防与应急处理，遏制人为
活动破坏和负面干扰。建设与保护并重，除害和兴利
并举，保证经济收益与生态保护双赢，使各项生态屏
障建设模式能够可持续性地发挥效益。

３．２　建设模式
按照各分区功能定位与建设目标及原则，共设计

９种类型２０余种建设模式。库岸防护区设计库岸防
护带类型，生态防护区设计低效林改造和防护林培育
类型，生态经济区设计生态经济林和生物埂营建类
型，生态农田区设计农田林网类型，城镇景观区设计
城镇绿化类型。部分建设模式及功能见表２。

表２　三峡库岸带生态屏障区部分建设模式及功能

类 型 建设模式 立地环境 功能与说明

库岸防护带
慈 竹 平缓坡库岸，Ｄ≤１５ｍ

增强景观效果，丰富生物多样性
慈竹＋栾树（重阳木等） 平缓坡库岸，Ｄ＞１５ｍ
柏木＋羽叶山黄麻（刺槐） 陡急坡库岸 林分结构完善，增强生态功能

低效林改造

栾 树 Ｓ＜２５°，Ｈ＞３０ｃｍ低效针叶纯林 调整改造，形成混交林
柏木＋栾树 Ｓ＜２５°，Ｈ＞３０ｃｍ稀疏针叶林 补植改造，形成混交林
柏木＋羽叶山黄麻（刺槐） Ｓ＞２５°，Ｈ＜３０ｃｍ贫瘠林地 林分结构完善，增强生态功能
香 椿 残次林、劣质林 更替改造，发挥综合效益

生态经济林 柑橘＋金银花 坡耕地，Ｈ＞３０ｃｍ 保护地埂，增强土地生产效益

农田林网　
香椿＋金银花 旱地地埂及路、渠旁 形成多功能防护林网
柏 木 水田地埂 保护地埂，发挥景观防护功能

城镇绿化　 香樟、紫薇、小叶榕、银杏等 城镇区道路、节点、社区等 改善城镇区环境质量

道路绿化　
香樟＋黄花槐 库周移民公路两旁 提升景观与护路护坡效益
重阳木＋黄花槐 各村道路两旁 提升景观与护路护坡效益

居民点绿化 香樟、栾树、香椿等 住宅等建筑物周边 因地配置，改善居住区环境质量
生物埂营建 金银花 现有经济林地塄或地埂 固土保水，增加经济收益
防护林培育 封禁、管护、抚育 生长势较好的防护林 促进林分正向演替，增强生态效益

　　注：Ｄ为防护带宽度；Ｓ为坡度；Ｈ 为土壤厚度。

３．２．１　库岸防护带　根据库岸防护区不同地段的地
形、土地利用状况及景观、防护效益的需求，在建设区

立地质量较好的地段栽植慈竹及景观乔木，栽植地类
主要为旱地、水田、经济林地。慈竹种植在库岸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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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１７５ｍ以上，水平宽度８～１２ｍ。慈竹生长快，风
姿优美，景观效果好，根系发达，萌蘖性强，枯枝落叶
多，在水热与土壤较好的条件下，可较快形成覆盖度
高的防护带，丰富滨水带生物多样性。按照“有花有
色，四季有绿，季季有景”的要求，在慈竹以上，按条块
配置栾树、重阳木、乌桕、银杏、香樟等，抚育管护好原
有植被，新造林与原有慈竹、柏木、千丈、桤木等树木
混交成林，控制人为干扰，诱导灌草植物生长，形成稳
定的立体防护结构。在坡度陡，土层薄，裸岩较多的
地方配置先锋树种柏木和羽叶山黄麻或刺槐，针阔行
带混交，保护抚育原生植被，迅速提高植被覆盖度，形
成较为完整的复层防护林带。

３．２．２　低效林改造　生态防护区内分布有大面积林
相残破、功能退化的低效防护林，以柏木、刺槐、慈竹
等为主。按造林时期和地类可划分为３类。（１）２０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营造的柏木纯林。立地条件较差，曾
遭受病虫害，树势生长衰退，林相残破，多为“小老头
树”。灌草层马桑、黄荆、思茅生长旺盛。（２）近年来
退耕地营造的柏木、杨树、刺槐、重阳木等。立地条件
较好，由于冰冻灾害及水、肥管理问题，保存率较低，
杂草丛生。（３）慈竹林。由于效益低下，长期未管
护，老兜较多，土壤结构板结，林下植被发育差。

针对以上３类低效林类型，采取以下措施：（１）针
对坡度小于２５°，土厚３０ｃｍ以上的低效林，块状补植
一定数量阔叶乔木，面积控制在０．５～１．０ｈｍ２ 左右，
使其形成不同规格的阔叶岛效应，通过２～３ａ经营，
使原有林分与补植的“阔叶岛”形成岛状镶嵌分布的
复合群落结构，适当施用有机复合肥，逐步培肥土壤，
最终形成针阔混交林或阔叶混交林。（２）针对坡度
大于２５°，土壤厚度３０ｃｍ以下，水肥条件较差的地
段，采用局部补植等比例的柏木和羽叶山黄麻或刺
槐，调整林分结构，施用复合肥增强地力，清除影响目
的树生长的杂草和藤本，培育形成较为稳定的针阔混
交林。（３）低效慈竹林考虑当地群众需求，采用更替
改造方式，以香椿取代慈竹，达到经济、生态效益兼
顾。栽植时，保留香椿顶梢，去除生长不良的侧枝，整
地时清除掉慈竹老兜。

３．２．３　生态经济林　扩大优质柑橘品种面积，选择
立地条件较好，水土流失轻度或中度的坡耕地，对斜
坡、陡坡地，修筑台地或梯地，松土、深翻、扩穴、施基
肥、改良土壤。维修和利用现有蓄、灌、排设施，按“三
沟”（截流沟、边排沟、排洪沟），“三池”（蓄水池、积肥
池、沉沙池）要求，建好灌排工程。根据经营者意愿，
在地坎上配置金银花形成生物埂，起到拦蓄径流，防
治水土流失的作用，可使农户多增加一份经济收益。

３．２．４　农田林网　区内基本没有完整的农田林网体
系，多为散乱分布的柿子树、桑树、椿树、花椒等，不能
有效地起到护路、护渠、护农田的作用。以区内地块
间的沟渠、机耕道、旱地和水田地埂为对象，完善农田
林网。在旱地地埂、沟渠和机耕道两侧栽植香椿，并
沿等高线水平设置生物埂，根据经营者意愿，栽植金
银花；在水田地埂和池塘周边栽植柏木。使农田林网
建设与道路、村镇绿化及居民点绿化有机结合，形成
相互关联的综合防护林网络体系。

３．２．５　城镇绿化　城镇绿化现状主要为行道树栽植
的小叶榕，无明显绿化节点。按照《镇规划标准》，对
现有绿化植被做好管护。对行道树统一规格，栽植小
叶榕，形成完善的行道树体系。在主要街道连接处打
造景观节点，配置银杏、紫薇、女贞、红花继木、八角金
盘等。对文教医疗区、工矿企业及名胜区进行典型绿
化，栽植香樟、栾树、广玉兰、四季杨、红叶李、黄葛
树等。

３．２．６　道路绿化　区内公路分为两类：一类是库周
移民公路，另一类为各村的村道。部分地段栽植了刺
桐、重阳木，但规格较低，不能形成景观效果。道路边
坡紫色页岩、砂岩风化强烈，经降雨径流冲刷，泥沙直
接进入排水渠道，流入水库。按照高规格，高标准优
化景观的绿化要求，在库周移民公路两旁配置香樟＋
黄花槐类型，村道绿化为重阳木＋黄花槐类型。香
樟、重阳木树形端正，黄花槐的花色美观，在增强视觉
效果的同时，可起到稳定边坡的作用。道路绿化长度

５４．６４ｋｍ，绿化率可达到９５％以上。

３．２．７　居民点绿化　以不影响房屋安全和生产生活
便利为原则，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的房屋四周及庭院
点状配置香樟、栾树、香椿，采用大苗造林，经２～３ａ
培育，使建筑物周围形成树形挺拔，枝叶繁茂的大树
组团。库岸防护区的建筑物绿化，将常绿大乔木香樟
配置在临江一面，香椿栽植于建筑物后侧，可兼顾经
济收益。

３．２．８　生物埂营建　对生态经济区柑橘、枇杷等生
长较好，但部分地埂地坎残破，防护功能低下，并有垮
塌造成水土流失的经济林地块。考虑果树生长空间
和地形条件，在原有地埂或选择坡度突降处修筑地
埂，培土夯实，在地埂上营建金银花生物蓠，可起到蓄
水保土的作用，达到生态、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３．２．９　现有防护林培育　对现有防护林中通风透光
条件差，林木生长势衰退，有病虫及杂灌藤本危害的
林分，（主要有柏木纯林、柏木＋阔叶树混交林、马尾
松＋柏木混交林及竹林等），采取如下抚育管护措施：
（１）清除影响目标树的杂草和攀援藤本，堆于种植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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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保墒，做好除草、扩穴、培土扶正等工作。（２）视
土壤墒情，干旱期及时灌溉。麻竹幼林如遇久旱不
雨，需半月浇灌１次。（３）对于生长势较弱的幼树，适
当追施有机肥。（４）对森林病虫害加强监测预警，及
时除虫防病，确保树木健康。

４　预期结果

４．１　土地利用格局调整
通过示范区的建设，初步构建了三峡库岸带生态

屏障建设布局体系。将库岸防护区作为生态屏障建
设的核心内容重点打造，配置慈竹及栾树、重阳木、乌
桕、银杏、香樟等景观乔木，将库岸区现有植被串联成
带，较快形成覆盖度高，多层稳定的立体防护绿墙，起
到拦截泥沙和减轻面源污染的作用，同时提升了库岸
区的景观效益。库岸防护区以上，根据不同地段的地

形、土壤及景观、防护和经济效益需求，进行土地利用
格局的优化调整，形成生态防护区、生态经济区、生态
农田区、城镇景观区配置协调的区划格局。调整后，
乔木林面积由９４４．１７ｈｍ２ 增加到１　１１６．７２ｈｍ２，增
长１８．２８％；经济林面积由１７２．１０ｈｍ２ 增加到６４４．９６
ｈｍ２，增长２７４．７６％；竹林面积由８０．４４ｈｍ２ 增加到

８０．８０ｈｍ２，增长０．４５％；旱地面积由１　０６０．８５ｈｍ２

减少到５２９．５６ｈｍ２，减少了５０．０８％；水田面积由

１７１．３２ｈｍ２ 减少到１７０．９６ｈｍ２，减少了０．２１％；生态
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由４４．７１％增长为

６８．８２％。作为水土流失策源地的坡耕地面积大幅度
减少，主要转变为生态经济林，区内人均耕地由０．０７９
ｈｍ２ 减少为０．０４５ｈｍ２，人均经济林由实施前的０．０１１
ｈｍ２ 增加为０．０４１ｈｍ２。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后土地利
用格局转移矩阵见表３。

表３　研究区生态屏障建设前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地 类
建设后面积／ｈｍ２

乔木林 经济林 竹 林 旱 地 水 田 水 域 建设用地 合 计
比例／％

建

设

前

面

积
／

ｈｍ２

乔木林 ９４４．１７　 ９４４．１７　 ３５．２７
经济林 ２７．９５　 １４４．１５　 １７２．１０　 ６．４３
竹 林 ８０．４４　 ８０．４４　 ３．０１
疏林地 ８４．８１　 ８４．８１　 ３．１７
灌木林地 ６．４０　 ６．４０　 ０．２４
未成林地 １９．０１　 １９．０１　 ０．７１
宜林地 ３．５３　 ３．５３　 ０．１３
旱 地 ３０．４８　 ５００．８１　 ５２９．５６　 １　０６０．８５　 ３９．６３
水 田 ０．３６　 １７０．９６　 １７１．３２　 ６．４０
水 域 １１．６４　 １１．６４　 ０．４３
建设用地 １２２．６３　 １２２．６３　 ４．５８

合 计 １　１１６．３５　 ６４４．９６　 ８０．８０　 ５２９．５６　 １７０．９６　 １１．６４　 １２２．６３　 ２　６７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比例／％ ４１．７０　 ２４．０９　 ３．０３　 １９．７８　 ６．３９　 ０．４３　 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２　生态屏障建设效益评价
森林植被是保持水土最有效的措施［７］，各种类型

模式建设完善后可基本满足不同功能区的发展主题。
根据区域柏木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等各类型的截留
率及径流系数测算［８－９］，森林水源涵养量将由实施前
的５．８６×１０６　ｔ／ａ提高到８．９４×１０６　ｔ／ａ，增加５２．４％。
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测算，森林植被
的固碳能力将新增１　１５０．４１ｔ／ａ，氧气释放量将新增
３　０７９．８４ｔ／ａ。森林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和扩大，多层
复合结构的森林形成后，有利于净化水质，改善水体
环境质量，也有助于形成丰富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和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丰富生物物种及维护区域生态
系统稳定性。

在提高生态效益的同时，经济植物的配置也可起
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致富的作用。以不变人

口对区域经济林、旱地农作物及各类补偿进行测算：
经济林收益将由１．０３×１０７ 元／ａ提高到３．８７×１０７

元／ａ，旱地农作物收益由１．１１×１０７ 元／ａ减少为５．５６
×１０６ 元／ａ，将增加金银花收入３．９６０×１０５ 元／ａ，退
耕还林补偿金１．８３×１０６ 元／ａ，生态补偿金为１．７３１
×１０５ 元／ａ，这几项的人均年收入将由１　３７８元提高
到２　９７７元（见表４）。此外，通过人工新造林，低效林
改造，四旁绿化等，还将增加活立木储备量。工程实
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主要是生态经济林，重点发展
柑橘优质品种。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林与金银花进
入盛产期，经营者收益将大幅增加。

５　结 论

生态屏障建设是一项涉及多产业、多层次、全方
位的复杂的系统工程［１０］，它往往受到各类时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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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和限制。在三峡库区的生态经济与人地关系
这两对矛盾中，前者已经转化为该区的主要矛盾，而
分析生态经济这个矛盾体，就三峡水库长久安全运行

这个前提，生态保护必然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
面。因此，库岸带生态屏障建设需以保障三峡水库生
态安全为首要目的，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表４　研究区项目实施产生经济效益与实施前对比

阶 段
收益项目／（１０４ 元·ａ－１）

旱地作物 经济林 金银花 退耕还林补偿 生态效益补偿 合 计
人均年

收入／元
实施前 １　１１３．８９　 １　０３２．６０ — — — ２　１４６．４９　 １　３７８
盛产期 ５５６．０４　 ３　８６９．７６　 １０．３６　 １８３．４２　 １７．３１　 ４　６３６．８９　 ２　９７７
变 化 －５５７．８５　 ２　８３７．１６　 １０．３６　 １８３．４２　 １７．３１　 ２　４９０．４０　 １　５９９

　　注：退耕还林补偿金３　４５０元／（ｈｍ２·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１５０元／（ｈｍ２·ａ）。

　　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基于环境区位的重要性，
生态优先的必要性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进行分
析，规划了库岸防护区、生态防护区、生态经济区、生
态农田区及城镇景观区，将库岸防护带作为重点进行
建设打造，因地制宜设计库岸防护带宽度，并配置不
同的植物种类，形成拦截泥沙，净化水质，减轻面源污
染的关键性生态屏障。其它４个区因地协调配置，可
较好地兼顾库区生产发展与群众致富，发挥生态、经
济、景观及社会效益。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１）由于城镇区建设用地扩张，群众生产用地、口粮
田的保障等与防护林带建设形成空间竞争性矛盾，致
使部分地段防护带建设幅度较窄，不能起到有效的屏
障作用。建议在移民和城镇规划时应具有前瞻性，划
定库岸生态屏障建设的生态用地。（２）生态屏障区
范围基本为移民搬迁的聚集区，水库水位上升已使大
量良田沃土被淹没，群众生产用地面积急剧缩小。推
进生态屏障建设，容易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建议在
库岸带生态屏障范围内，采取提高生态效益补偿标
准、转移就业等多种方式解决群众生活与致富问题。
（３）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完成后，由于人口密度大，干
扰破坏难以避免，在完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同时，
应划定库岸带禁止干扰区，加强宣传与普法教育，增
强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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