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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功 眼 前 遗 祸 子 孙

一一长江三峡工程的述评

王 战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坡研究所 )

提 要

三峡水利工程
,

不可能解决长江严重的洪水问题
。

它的建设损失巨大
,

得

不偿失
,

后患无穷 ; 今 日的建功者可能就是来世的罪人
。

治理长江 的根 本 大

计
,

是建造
“
森林大水库 ” ,

保护国土资源
,

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

中央正在进一步论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

这项举世闻名 的特大工程
,

时减轻长江 中下游

地 区洪涝灾害
,

改善我国能源结 构和 航 运 条

件
,

沟通南北上下交通运输
,

发展旅游事业
,

将发挥一定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和 环 境 效

益
。

但是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
,

洪涝灾害

频繁
,

生态条件 日趋恶化
。

要使长 江 无 害 兴

利
,

必须 以 生物措施为主
,
以 工程措施为辅

,

尽快恢复长江主支流森林植被
,

拯救国土
,

实

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这是治理 长江的长远

之计
。

任何工程措施都不能代替生物措施
,

也

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 长江
。

1
、

损失巨大
。

三峡工程建成后 几十 万公项

农田和 大量工程建筑设施
,

30 多个城镇 (市 )
,

全

都被淹没
,

工 农业生产损失重大
。

几十万人极

迁安笼和生活就业
,

增加 了周 围地 区的环境压

力和水库 负荷量
。

水库周 围地区大片土地盐渍

化
、

沼泽化
,

甚至会引起疾病的流行
。

建设水

库时周围地区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

但

随之而来的是水体污染严重
,

水土流失加剧
,

影响 了库 区环境质量
,

进而威胁水生生物和人

类健康
。

上游 水面提高
,

使暗礁险滩尽没水底
,

保

证航行安全
,

但大坝本身又成为航运的极大障

碍
。

水体和陆地生态环境的 巨大变化
,

将影响

很多生物的生存繁衍
,

有的物种面临消失的危

险
。

长江历 史悠久
,

古老文明
,

保留了中华民

族丰富灿烂的文化
。

层原庙
、

香溪
、

白帝城
、

大昌东汉墓… … ,

这些珍贵文物记载着中华民

族的光辉历 史和聪明智慧
,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位和史学研究价值
,

是无价之宝
。

而且
.

尚有

更多的文物
、

遗址等待人们去发现
、

研 究
。

三

峡风光雄伟壮丽
,

古今 中外
,

举世闻名
。

这些

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绝景奇观
.

都要 被 淹 没 在
“ 汪洋大海 ” 之 中

,

其损失是无法估价 的
。

2
、

褥不偿失
。

兴建三峡水库
,

需要成百上

千亿 元的巨额投资
,

应该力求长时间地发挥其

综合效益
,
而不是只 图几十年几 百年有限时 J’q

的效益
,

否则就是三峡工程的失败
。

然 而
.

长

江上游每年流失的土攘达 13 亿叱
,

河水含沙量

比建国初期几乎增加 T l 倍
。

据刚定
,

每年经

三峡向下运输的泥沙有6
.

4亿吨
,

将近 1 亿 立

方米
。

水库建成 以 后
,

水流 变稳
,

这些泥 沙几

乎 全都沉降在水库里
。

泥沙也加速发电机组的

磨损
。

不仅如此
,

长江流域新构造运动发育
.

地震频繁
,

加上人为破坏和不 合理的 经 营 活

动
,

谧口毁林开荒
、

采矿爆破和开挖山脚等
,

加



剧 了地质构造的变化
.

古滑坡体纷纷复活
,

滑

坡
、

崩塌
、

泥石 流到处发生
。

从 宋朝开始
,

伴

随人类时森林植被和土攘的破坏作用
, “ 万树

苍烟三峡暗 ” 、 “ 两岸猿声啼不住
” 的景象逐

渐消失
,

大型滑坡
、

崩塌
、

泥石 流频繁发生
,

人民蒙受的灾难极其深重
。

1 7 8 6年
,

长江上游

大渡河木岗岭崩塌堵塞河道
,

10 天 后 大 震 清

决
,

下游 沿岸一扫 而光
; 1 9 3 3年 8 月 2 5 日

,

四

川茂汉县迭澳大地震
,

滑坡土石方 1
.

5亿 立 方

米
,

段灭古城并形成 高 达 10 0米的堆石 坝
,

堵

塞峨江
,

蓄水 4 一 5 亿立方米 , 一 个 月 后 清

决
,

席卷江岸村庄
,

9
,

30 0多人遇 难
。

在 三峡

地区
, 1 5 4 3年

,
西陵峡新滩北岸滑坡

,

堵塞航道

达 8 年之久
。

建国 以后
,

长江 水土流失有增无

减
,

自然灾害更加 须 繁 严 重
。

1 9 8 5年 6 月 12

日
,
西陵峡新滩镇一次滑坡就达 3

,

0 00 万 立 方

米
, 4 57 户1 , 3 71 人的家园毁 于 一 旦 , 时 隔一

午
, 1 9 8 6年 7月 1 6 日种归县距长江边 7公里的沙

镇溪
,

又发生比新滩更大的滑坡
,而且有迹象表

明
,

更 大规模的滑坡还要发生
。

这些都是人类

破坏三峡地区 自然生态得到 的惩罚
。

集中降雨 即可 触发滑坡和 崩 塌
,

可 想 而

知
,

水序建成后
,

水位上涨时对岸坡土体浸泡

软化
,

水位下降时产生流水压力
。

这种涨 落过

程反 复进行
,

将 引起更多更大规模的滑坡和崩

塌
。

这不仅促进水土流失
,

更重要 的是加速库

容量 的损 失
。

水库的淤积过程就是其死亡过程
。

随着有

效库容的不断损失
,

水库的综合效益也 日趋减

少
,

三峡工程年发 电量也就不是现在所计算的

“ O亿度
,
而是逐渐下降

。

按坝高 15 0米计算
,

库容可达 73 亿立方 术
,

用不 了1 00 年甚至 50 年
,

水库就变了 泥 库
、

死

库
。

那时
,

三峡大 坝就要更名为
“ 三峡瀑布”

了
。

短短的几十牛
,

即或是几百年
,

三峡工程

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

接着给人民带来的就是 灾

难
。

三峡工程本身又成为治理长江的新内容
。

3
、

隐息无穷
。
强烈的地质运动和水库本身

可能造成的诱发性地震
,

促进地质断层的不断

产生
,

三峡工程 因此而
湘

,

受到威胁
。

随着年

代的推移
,

大坝时地质运动的应 变不断 积 累
,

以及建筑材杆的老化
,

必将发生质的突变

—清决
。

今年 4 月 20 日
,

斯里兰卡 中央省坎塔莱

水库由 于年久失修
,

加上容水太多而 决 口 ,

造

成 2 0 0人死 亡
,

大 约 72
, 0 00 人无 家可归

。

这是

位得吸取的教训
。

我们虽然不再讲 “ 深 挖 洞
,

广 积 根 ” 、

“ 备战备荒” ,

但是
,

当今世界局势依然很不

稳定
,

尚有恐怖主义者 (暴徒
、

狂人 ) 和霸权

主义者存在
。

对此
.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

长江

流域是我国 的心腹地带
,

也是战略要地
,

三峡

工程 自然是最突出的破坏 目标
。

这等于替敌人

在我们 的国土上安放 了一颗定时炸弹
。

无论是 自然决提还是毁于 袭击
,

下游广 大

地区将蒙受灭顶之 灾
,

后 果不堪设想
。

亿万人

口 , 2 , 0 0 0万公项 农田
.

梦溪
、

宋墓
、

程 桥 吴

国墓
、

黄鹤楼
、

击阳楼等上百 处文物古 迹
,

武

汉
、

安庆
、

南京
、

上海等历 史名城和 几百座城

镇 (市 )
,

闻名于世的南京长江 大桥和其它宏伟

建筑及工程设施 … … ,

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的繁华景象将被洪水荡涤殆尽
,

付之 东流
。

国

土
、

人 口 经济
、

文化
,

遭到不可估 量 的损失
,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 的灾难
。

国内外有科学家预

言
: “

三峡建坝势必 灾难收场
,

万民流徒
,

文

物荡然
,

生态失衡
。 ” 我们 为祖 国为人民为历

史留下 了灭项之灾
,

令 日的建功者可能就是来

世的罪人 !

三峡工程兴建后所带来的生态后果
,

目前

难 以 全面估计
。

可 以说
,

三峡工程的 高昂代价

最终得到的将是 更大的代价— 三峡工程井多

利少 ! 正如恩格斯所指 出的
:

,’.
· ·

… 我们不要

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 的胜利
,

对于每一

项这样的胜利
,

自然界都报 复 了我 们 ” 。

目

此
,

对三峡工程必须采取镇重态度
,

绝不能枉

易上马
。

治理长江 的根本大计
,

是 建 立
“
森 林 水

库
” 。

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恶化的最主要原 因
,

那 么
.

治理长江 的根本措



施也就只 有一条
.

即痛下决 心
,

花大气力
,

恢

复森林植被
,

建造 “
森林大水库

” 。

长 江流域巫待绿化 的 土 地 面 积 大 约 为

5 ,

00 0万公 项
,

即使 以每公项 3 00 元的最高造林

成本计算
,

仅 需 1 5 0亿 元
,

与兴建三峡水库所

需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 而且
,

今世造林万代受

益
。

其成本之低廉
,

实施之容易
,

效益之 巨大

和持久
,

都是工程措施所无法比拟的
,

何乐而

不为?

首先
,

森林具有蓄水保土作用
。

据研 究
,

3 , 3 0 0多公项森林所保蓄的水量
,

相 当 于 一座

10 0万 立方米水库的库容 ; 那 么
,

整个 长 江流

域绿化起来以 后
,

森林蓄水量可增加 1 5州乙立

方 米以 上
,

相 当于 2 座三峡水库还 多
。

之所 以

称其为
“
森林水库

” ,

根据即在于此 (显而 易

见
,

建造相 同蓄水量的
“
森林水库

” 和工程水

库
,

前者所需成本仅是后者的百分之几 )
。

至

于防止和减 少早涝灾害
,

缩 小 河流丰水期与枯

水期流量之差
,

则固不待言
。

其次
,

森林防止水土流 失
,

避 免 河 道淤

积
。

以 往沉积 的泥沙经过清理硫浚后
,

河床加

深
,

航行条件极大改善
,

再加 以 工程措施
.

奏

效更 大
。

第三
,

建造
“ 森林水库

” ,

实现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
,

改善了水文条件
,

山区水资源更

加丰富
。

利用自然落差兴建小 型水 电站
,

省工

省 力
,

总效 益也十分 可观
,

既给 山 区增添 了新

的姿 色
,

又符合 国防战略 的需要

最后
,

森林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大改观
。

万树苍烟
.

两岸猿啼
,

鸟语花香
,

水清鱼肥 ,

名胜古迹
,

锦上添花 ; 大江 南犯
,

欣欣 向荣
,

人民健康
,

国家富强
。

国土的整治与保护直接关 系到 国家和民族

的兴 衰
,

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
。

日本

在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森林遭受 破坏所带来

的恶果时指 出
: “ 不能治 山 就不能治国” 。

他

们 积极造林护 林
,

森林友被平提高到 68 %
,

其

中保安林面积 占20
.

9%
。

我国 长江上有天府之

国
,

下有渔米之 乡
,

治理长江是我国 的一项重

要国 策
.

是千秋万 代的 大事情
,

决不 是权宜之

计
。

要真正做到对人民 负责
,

对祖国负责
,

对

历 史负责
,

就只 有恢复被破坏 了的森林植被
,

建造 “
森林水库

” ,

合理利用土地
.

保护国土

货源
,

这才是治理长江 的根本 大计
。

T O D A Y , 5 B U ILO ER O F T H RE E G O RG E S P RO J E C T

M A Y B E T HE S IN N E R O F T O M O RRO W

A R e v i e w o f t h e T h r e e G o r g e : P r o 】e e t

i n Y a n g t z e R i v e r

W
a n g Z h a n

( I n s t云t u t e o
f F o : e s t , 夕 a , d P e d o l o g梦, A c a d “ m云a s 艺n i e a

)

AB S T R A C T

T h i s P a p e r i n d i e a 七e s t h a t 七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P r o j e e 七 w i l l n o t s o l v e 七h e s e r i

o u s p r o b l e m o o f Y a n g 七z e R i v e r
,

b u 七 e a n m a k e e d o r m o u s 10 5 5 a n d b r i n g o u t t r o u -

b l e i n

k e r i n

f u 七u r e ,
i

.

e
. ,

七h e l o s i n g 18 g r e a七e r 七h a n g e 七t i n g
,

8 0 t h e m e r i t o r i o u s w o r -

b u i l d i n g t 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P r o j e e 七 m a y b e t h e s i n n e r i n f u t u r e
.

l e 一 t h e P a P e r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t r a t e g y o f d e v e l o P i n g a n d

M e a n w h i
-

u t i l i z i n g

Y a n g 七z e

吕O U r C e S

r e S O U r C e S
s h o u l d b e e x p a n d i n g ”

f o r e s七 r e s e r v o i r jj a n d

i n o r d e r t o
m a k e a v i r t u o u s e y e l e o f e e o s y s七e m i n

p r o t e e t i n g l a n d r e -

Y a n g t z e V a l l e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