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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事 不 忘 后 事 之 师

一一要正视长江三峡工程时当地环境的有害影响

郭 方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提 要

30 多年来
,

长江三峡工程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

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进一

步研究
。

环境问题就是 突 出的一个
。

发达国家已实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把生态间题放在首位 , 为了保

护环境
,

一些国家已停止修建大型水坝
。

我国三门峡大坝的后患
,

板桥和石浸

滩两座水库溃坝的灾难
,

30 多年来全国垮掉近 5
,

00 0座大小水坝的渗景
,

教训是

沉痛的
,

损失是惊人的
。

过去几十年留下的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的后遗症
,
已

成为今天麻烦的社会难题
。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

修建长江三峡工程必须吸取
.

国内外的教训
,

切实加强本文例举的生态环境全面影响的科学研究 和 评 价 工

作
,

做到防患于未然
,

为人类造福
。

三峡工程是我国特大建设项 目
.

举世瞩 目
,

过去30 年 虽 已做 了大童 准备工作
.

但有许多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
。

这里我仅就它衬环境影响的研 究
.

提 出几点建议
。

一
、

既要重视经济效益
,

更要重视环境影响

三峡工程既要抓经济技术论证
,

做好前期科研工作
,

更要抓好生态环境影响 的科研工作
。

近20

多年来
,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
,

人们普遍认识到
,

保护生态环境要 以 预防 为主
。

开发工程必须先做

环境影响的预浏研究
,

特别是水资源开发工程
,

往往使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系统发 生深刻
、

长远
、

重大 的变化
,

产生一 系列潜在的影响 , 如不事先预防
,

产生的后 果难 以挽救
,

甚至 不可逆转
,

如诱

发地震
、

滑坡岩崩
、

淤积冲利
、

资源破坏
、

物种消失
、

移民安置
、

疾病流行
、

文物损 失等自然和

社会问题
。

有鉴于此
,

各国越来越重视水资源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

发达国家实行严格 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
,

把生态问题放在首位
。

如美国田 纳 西工程局原计划在一条河上筑坝
,

有可能威

胁一种小鱼绝种
, 1 9 7 8年被参议院 否决 ; 后 又经论证可 以补救

,

才 以 48 票对44 票撤悄原议
。

发展中

国家也逐步重视生态环境影响 问题
:

印尼在第三 个五年计划 (1 9 7 6一1 98 0) 期间
,

建立 了环境影

响评价 国家委员会和一些地方委 员会
,

时大型水利和 大坝规划等涉及国家结构的工程进行环境评

价 ; 印度国家环境规划和协调委 员会
, 1 9 7 6年对喀拉拉 郑静谷水电工程作 了否决

.

认 为该地 区是

自然 项极植被的最后遗迹
,

也是该 国最后 残留区之一
,

建坝 就将 断绝后代
,

遂宣布该地 区为生物保

护 区
,

从 1 9 8 0年开始停工 , 马来西亚经过 12 年扰豫之后
,

放弃 了在最大的国家公 园建膝 贝林水 电工

程
。

国际 大坝第n
、

12 次大会
,

分别讨论 了 “兴建大坝环境后果
” ,

发表论文 91 篇
。

苏联于 1 98 2

年 出版 了 《大坝和水库环境影响 》专著
,

汇集各国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

联合国环晚规划署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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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文组 织去年 12 月在印度专门召开 “水资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学术讨论会
” ,

谋求在工程师
、

规

划者和科学家中树立水资源开发中考虑环境问题的自觉性
,

要求把这种认识传播给所有的人
,

鼓

励提倡群众参加决 策
。

这些动 向
,

说明 当前如果只重视工程经济技术论证
,
只讲经济效益是远远

不 够的
。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环境影响的评价
,

加强环境影响的科研工作
。

二
、

要大力加强环境影响研究
,

把影响评价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

我国36 年来
.

水利
、

水 电工程取得 了伟大成就
。

但坏保事业起步晚
,

只是近十年来的事
,

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则更晚
。

最近
,

国家环委
、

计委
、

经委硕布 了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

正式

规 定
:

从事对环境有影响 的建设项 目
,

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制度
。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编 制规程 (初稿 ) 正在讨论修改之 中
。

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在这方面做 了回顾性的调查

“评价” ,

说明过去我国许多工程只 做经 济技术论证
,

不考虑环境影响 问题 ; 或对环境影响 评价

马虎从事
,

衬要 害问题研究不够
,

认识不足
,

以致造成严重 后果
,

教训惨重
。

如
:

三 门峡水序甘

泥沙问题研究不够
,

处理不 当
,

引起严重环境问题
; 水库建成后

,

库区泥沙淤积严重
,

并在澄关

形成拦门沙嵌
。

回水浸 没危及关 中平原
.

威协 西安
。

又如 1 9 7 5年 8 月
,

河南大洪水冲垮 了板桥 及石 浸滩 两个水库
,

下游造成灾难性的后 果 ; 还有

新丰江坝
, 1 9 5 9年蓄水

, 19 6 2年 3 月发生6
.

2级强震
,

烈度 为顶 ; 到 1 9 7 5年 为止
,

该坝 附近 不 断

发生里 氏 2 级 以上地震
,

又不得不耗费巨资修补大裂缝
。

海南岛上的南渡江
,

在河 口形成一扇形

三 角洲
,

五十年代后期相 继修建 了松涛水库和三 角洲拦水坝
,

减少入海泥沙
,

三 角洲海岸受侵 蚀
,

年 平 均 退 缩 9 一 13 米
。

前不久
,

引滦入津工程建成之后
,
又花很大力气去补救于桥水库等沿线

的污染问题
。

云 南洱海因下游建立梯级 电站
.

水位急剧下降
,

弓鱼等绝迹
.

农业和人民生活受到

很大影响
。

新疆博斯腾湖引水工程
,

未考虑生态环境 后果
,

水位迅速下降
,

湖面 缩 小
,

寿命 锐

减
。

另外过去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 大多拖 着尾 巴
,

成 了麻烦 的社会问题
。

总之
,

我们必须认真吸

取 以往的经验教训
,

切实加强环境影响的科学研 究工作
,

做到万 无一失
。

三
、

要高度重视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问题

长江是我 国最大河流
,

被誉为黄金水道
。

全流域面 积占国土面积 的1 / 5
,

自然条件优越
,

资源
、

物种 丰富多样 ,
人 口密集

,

占全 国人 口 的1邝
, 且文化 昌盛

,

经济发 达
,

工农业产位占全国的4 0 %
,

是

我 国精华所在
。

在这条河流的主干筑坝建库
,

环境将发生 巨大改变 , 水电工程在施工和运行过程

中
,

也会引起 自然一社会生态 系统的一 系列变化
。

我们的研究工作
,

必须对整个生态环境 系统可

能发生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的影响
.

以 及社会经济的终极影响进行全面预浏 ; 对所影响的土地
、

水域
、

大气
、

物种予基本资源要进行本底研究
.

然后进行初评
.

筛选出关健性的问题深入研 究
,

作 出负责的结论
。

但是我们经费有限
、

时间有限
,

因此研 究的内容也只能是有限的
。

在最近一二

年 内
,

应该针衬几个争论较大的问题
,

开展研 究
,

作 出回答 :

(一) 库 区周 围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 问题
。

l
、

时气候 变化 引起湿度增大
,

雾情增 多和降水变化 与酸 沉降水 的关 系
,

村工 农业生产
、

交

通旅游可能产生的影响
。

2
、

水库诱发地震的强度
,

有无可能超过原构造地震的水平 ? 如遇暴雨
,

有无可能与滑坡
、

岩崩
、

泥石流迭加
,

加剧危害 ?

3
、

库周的66 处大型岩崩
、

滑坡体
,

2 0 0多处泥石 流体
,

蓄水浸泡后 活动加大
,

其危险 性 如



何 ? 可能对大坝
、

航运
、

居民造成多大危害?

4
、

水序蓄水淹没大片土地
,

移民建房
,

城镇极迁
,

公路
、

港 口改建均要占用耕地
。

耕地减

少
,

柑桔
、

榨 菜
、

甘蔗
、

桑林淹没
,

水田 比例下降
.

挂坡地增加
,

移民后撤
,

水土进一步流失
,

这村本来耕地就少
、

土壤贫舟 的农业
,

可能造成什 么生态结果 ?

5
、

库区植物 区 系具有亚热带向温带过渡性质
,

种类丰富多样
,

有许多
“活化石 ” 区是研究

古植物
、

古地理的重要地区
。

濒危的华南虎
、

珍稀的金丝猴等等
,

由于建库后人类活 动加剧
,

可

能产生什么后 果 ?

6
、

水库大面 积淹没
,

大量移民掇迁
,

对 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增加 巨大压力
,

库区的环境容

量能否承受 ?

7
、

对血吸虫病
、

疟疾和钩端螺旋体病
、

肺吸 虫病
、

乙型脑 炎等流行病的传播
,

还 有 地 方

病
、

库区 污 染等对居民健康有何影响 ?

8
、

水库淹没一部分景观和名 胜古迹
,

有张 飞庙
、 “石 鱼 ” 、 “牛肝马肺

” 、 “兵书宝剑
” 、

古墓群和举世无双的峡谷风光
、

滩 多水急的
“险境

”
等三峡胜景将不 复存在

,

这对旅游价值和社

会文化的影响
,

应作何评价 ?

(二 )对长江干流水域生态
、

珍稀物种和渔业的影响问题
。

1
、

水库建成后
,

库区流速减缓
,

泥沙沉积
,

局部地区出现层温
、

层氧
,

水生生物可能发生

什 么变化 ? 重庆至种归原有 8 处家鱼产卵场消失 , 坝下江段因水库泄水的含沙量减少
,

温度
、

流

童 变化
,
以及蓄水调 节引起涨水过程 的改变

,

对长江中下游家鱼产卵与繁位可 能产生多大影响 ?

长江历 来是我 国四 大家鱼天然鱼苗的生产基地
,

对不利影响如何补救 ?

2
、

长江是我 国淡水生物种质资源 的宝库
,

有鱼类 3 00 余种
,

其 中l邝是特有 种 类
,

如 杨 子

垮
、

中华鲜
、

白鲜和胭脂鱼等
,

举世闻名的白暨豚更为
“水中国宝

” 。

建坝后
,

上游特有的鱼种知

铜鱼
,

岩原红等10 余种
,

均适应急流环境
,

主要摄食石缝 中生长的石 绳
、

石蚕等无脊推动物
。

水

库蓄水后
,

水情 变化
,

这些 鱼类将难 以 生活
,

应如何抢救 ? 中游江段 因河道冲利
,

白些脉栖息活

动生境缩小 ; 中华鲜在宜昌产卵场将发生什 么 变化 ? 白鲜
、

胭脂鱼在大坝建成后
,

库区江段不能

再有产卵场
,
而在库尾以上干支流中繁殖的仔鱼

,

也不可能漂流下坝
,

生存将受到威胁
,

应如何

抢救
。

(三)
、

长江流域是一个 自然一社会复合生态 系统
,

大坝建成后上游
、

下游和河 口海域会发

生什 么 变化和影响 :

1
、

水库建成后
,

干支流库尾段泥沙淤积后
,

遇到 相同预率的洪水
,

水位将 有所提高
,

水库

回 水顶托可使洪水停滞时间加长
,

这对上游洪潇灾害可能增加哪些不利影响 ?

2
、

坝下江段 由于河道冲别
,

荆江段有无崩岸可能 ? 水库下游浅滩河势将有何调整? 水库蓄

水调度时四湖地区地下水发生多大影响 ? 对加剧盐渍化
、

沼泽化的可能性如何 ? 中下游
“沙洲

” 、

“
港口 ” 因水情 变化

,

将发生什么不利影响 ?

3
、

村长江河 口侵蚀堆积过程 以 及 长 江 河 口及临近海域的生态环境有多大影响 ? 10 月份潮

水上溯问题
,

三角洲地带土攘盆渍化 问题
,
以 及水盆度

、

进明度 变化
.

入海饵并减少
.

时渔场及

鱼产量将产生多大影响 ? 以上问题都必须作 出明确的回 答
。

在单要素分析 的基础上
,

还要进行综

合分析与评价的研 究
。

从 定性到定量
,

时于有害影响损失作 出估价
,

时补救措施的环境投资作 出

预 葬
。

最后 权街利弊得失
,

为决策提供依据
。

由于生态环境影响十分复杂
,

有的是潜在的
、

长远的或多因素迭加
。

因此在施工前后
、

运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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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中都必须长期观测
,

积 累资料
,

掌握动态
,

不 断进行研究
,

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

保护生态

环境不致遭到损坏
,
以 便真正造福 于子孙后代

。

(转 自 《科学报》 2 9 5 6年 5 月1 7 日第67 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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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停止修建大型水坝

目前
,

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
,

已认识到修建大型水坝将给人类带来不利影 响
,

都在重新考虑
,

有的甚至 取消或缩减划时代的兴建水坝的计划
。

巴西 已经把原计划在亚

马逊河上修建而尚未动工 的所有25 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
,
在马来西亚

,

全 国普遍反对在

沙捞越修建巴昆大坝的计划
; 另外

,

在印度
,

在澳大利亚
,

也由于群众反对而停止和取消

了两座大坝的修筑计划
。

世界银行去年开始规定
,

建筑水坝必须估价其对环境的影响;

它所资助 的工程必须保护好有可能受到破坏 的文化财产和 自然野生地
。

(摘自 《世界科技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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