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牨 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环境现状

牨牣牨人口多、耕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三峡库区是指重庆至宜昌三峡水库集水区范围

内所涉及的县、市、区。目前，三峡库区人均总土地

牥牣牬牬牱犺犿
牪
，比全国人均水平少牬牰牣牨％，人均耕地只

有牥牣牥牰牫犺犿
牪
，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建设的发展，

耕地减少和人口的增加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三峡库

区的人地矛盾将十分突出，这是库区生态与经济发

展的一项重要制约因素。

牨牣牪坡地多、旱地多、耕地土壤质量差

三峡库区旱地面积占牰牰牣牫％，而坡旱地占旱地

面积的牳牫牣牨％，库区大于牪牭度的坡耕地占总耕地面

积的牨牱牣牰％。巴东县有牭牥％以上的陡坡地坡度大于

牪牭度，这些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每年坡

耕地产生流失量占库区水土流失总量的牱牫％，库区

牴牥％以上的强度流失都发生在坡耕地上。三峡库区

耕地土壤层薄，质地差，肥力低，缺磷十分突出，中低

产田面积占牭牨牣牴％和牫牳牣牴％，耕作层土壤不足牨牭

犮犿的瘦薄地占耕地总面积的牨牱牣牳％；三峡库区耕地

土壤质地不良的粘质土、沙质土、砾石土分别占耕地

总面积的牪牰牣牴％、牱牣牱％和牨牫牣牰％；全区一级肥力的

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牨牳牣牨％，二、三级肥力的中

产田面积占牬牱％，四、五级低产田面积占牫牬牣牴％。库

区有牱牴牣牨％的耕地的速效磷含量小于牨牥犿犵牤犽犵。

牨牣牫山高、坡陡、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

三峡库区山地面积大，全区平原、岗地、坝地仅

占牭牣牴％，丘陵台地面积占牪牪牣牳％，山地面积占

牱牨牣牫％；在山地面积中，低山占牬牬牣牱％，中高山占

牭牭牣牫牭％。其中巴东、兴山、秭归等牳个县的山地面积

超过牴牥％，其地势高低起伏很大，坡地很陡。三峡库

区坡度小于牭度的面积占总面积的牱牣牱％，牭度～牨牭

度的占牨牭牣牳％，牨牭度～牪牭度的占牫牥牣牭％，大于牪牭

度的占牬牫牣牭％。森林覆盖率低，目前除湖北省三峡

库区牬县森林覆盖率较高外，重庆市三峡库区各县

市森林覆盖率仅为牱牣牭％～牨牭牣牱％牞沿江地带仅牭％

左右。山高、坡陡森林覆盖率低，造成水土流失严

重。水土流失面积占库区土地总面积的牱牭牣牭％，强

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失面积的牭牳牣牪％，强度以

上的侵蚀量占侵蚀总量的牱牭牣牰％。湖北省三峡库区每

年流失相当损失牪牥犮犿厚的牨万犺犿
牪的耕地土壤。

牨牣牬资源利用率低，经济不发达

三峡库区以自然风光险峻秀丽，人文景观古老

及地下矿藏丰富而著名。长江中上游地区有钛、钡、

汞、磷等矿藏，占全国总量的牳牥％以上；铜、锑、钨、

钴等矿占全国总量的牫牥％以上。这些矿藏在鄂西三

峡库区牬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储量。长期以来，由于交

通及能源上的问题，开发极少。目前三峡库区经济收

入水平很低，据对牨牱牭个乡镇的抽样调查，牨牴牴牰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牨牥牨牳元，比全国农民人均纯收

入低牬牳％。库区大部分县市是全国的贫困县，脱贫

任务十分艰巨。

牪 三峡工程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影响

兴建三峡工程，通过水力发电，可以减少新建火

力发电厂等的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可以使

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目前的不足十年一遇提高到

百年一遇。能大幅度减轻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给农

业造成的损失。库区冬季气温的升高，使初霜期推

收稿日期牶牨牴牴牳－牨牥－牪牰

三峡工程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对策

袁 泳 陈永芳

牗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武汉牬牫牥牥牱牥）

摘 要 指出了三峡库区是生态经济脆弱区。三峡工程的兴建，首先可以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会给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带来某些

不利影响。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这些对策的实施，将有利于保护库区

的生态环境，促进库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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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终霜期提前，对喜温的经济作物如柑桔、油桐等

有利。夏季极端气温降低及风速加大，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低高程河谷的高温危害，伏旱程度有所减轻，对

农业生产有利。与此同时，三峡工程兴建后，对库区

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也将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牪牣牨百万移民对库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巨大

的压力

三峡工程建成后，先后将有牨牪牥多万移民，大部

分就地后靠安置，需要建房，需要能源，需要新垦耕

地，这在三峡库区容易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恶化库区

生态环境。同时，城镇搬迁很有可能使一些污染严重

的企业，将污染转嫁到农村。新垦耕地保水保肥能力

差，施用的农药、化肥容易流失，使非点源污染有加

重的趋势。

牪牣牪库区的农业资源将受影响

首先是淹没了一些耕地资源。这些耕地的淹没，

使三峡库区粮食减少，为弥补粮食缺口，农村移民可

能通过新垦耕地，增加耕地的化肥投入。这必然会增

加农业成本，加重水土流失和化肥农药的污染。其次

是长江柑桔带受到不利影响。柑桔园淹没后，种植线

上移，高海拔气候的变迁，高山土壤条件变劣，将对

柑桔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利的影响。第三是农业资源

的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受损害的主要是珍稀农作

物野生品种资源，农业有益天敌资源和特有的农业

生态区。例如，涪陵榨菜生产将受到不利的影响。

牪牣牫库区农作物病虫害将有加重的趋势

三峡库区建成后，库区的温度和湿度将有一定

的变化。据预测，库区极端最高气温将下降牫度，极

端最低气温升高牬度左右。冬季气温的上升，有利于

病虫害越冬，加重病虫害的发生和为害；夏季气温的

下降和湿度的增加，将使大部分病虫害发生加重。

牪牣牬三峡水库兴建后，对江汉平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三峡水库建成后，在每年的牬、牭月份加大水库

的下泻流量，腾出库容，拦截雨季洪峰。牬、牭月份长江

中游江段水位比未建三峡水库时水位要高。这将可

能对农业生产带来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牶一是当前

在湖北省境内的长江江滩资源有牳万犺犿
牪 冬春利

用种植一季油菜或小麦，到时可能有三分之一将被

淹没，引起农业生产的损失。二是春季长江水位的上

升，带动江汉平原地下水位的上升，这将可能增加田

间湿度，加重油菜和小麦的病害。

牫 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促进库区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

牫牣牨积极开展调查监测和科学研究，及时掌握三峡

工程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防治对策

通过开展调查，掌握三峡库区农业资源的基本

情况，特别是要掌握库区被淹没的特有农作物野生

种质资源，进行抢救和保护，为今后农作物的遗传育

种提供多样性的基因资源，有利于培育高产、优质、

多抗型的优良农作物品种。

要充分发挥三峡工程兴建对库区农业生产的有

利影响。掌握和跟踪三峡工程兴建对库区农业生态

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要重点监测库

区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变化情况。通过监测，及时为

保护库区农业生态环境提供科学的数据。

进行科学研究。首先是要试验和筛选一批适合

三峡库区的生态农业优化模式；其次是研究提供库

区优化的农业产业结构；三是研究和引进抗病高产

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新的栽培方法和防治病虫害

的无公害技术。

牫牣牪大力推广以生态农业为主的技术

在三峡库区生态农业的核心是实施四项生态工程，

推广五种生态农业优化模式，六项生态农业实用技术。

牫牣牪牣牨三峡库区的四项生态农业工程

（牨）山地生态工程

山地生态工程应以建立防护林为重点，首先在

山脊、分水岭和水土流失严重地段，设置防护林二级

林种；其次在坡度牪牭度以上的山地，因地制宜设置

防护林三、四级林种；第三是在沟溪两边培育沟谷防

蚀林；第四是在造林较困难地段，采取封山育林及其

它工程措施相配合，综合治理；第五是鼓励农民在地

边、田坎种植茶、板栗、枸杞、黄花、柑桔和村旁宅旁

的庭园经济林，构成点、片、带、网防护体系，建设好

山地生态屏障。

（牪）农田生态工程

农田生态工程以营造水平梯田等高种植为核心

内容。在牨牭度以上的坡地修筑石坎梯田，无石坎条

件的地方可以建设生物埂梯田，推广种植茶、金荞麦

或百喜草、香根草为主的生物埂农田生态工程模

式。建设林、道、沟配套的粮食作物“当家田”，保障库

区农民的粮食供给；建设高效经济林“当家园”，增加

库区农民收入。配合小流域治理，建设拦水堰，水塘、

小水库、沉沙池等工程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牫）水体生态工程

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水面加大，应大力开发水

体生态工程。积极围栏养殖、网箱养殖，发展渔业生

产。通过水体生态工程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

串联起来。发展种草养鱼，发展牲猪，猪粪沼肥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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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废弃物的利用率，减少农村环境污染，降低

养鱼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库区农民致富。

（牬）庭院生态工程

主要是在房前屋后，庭院内外的空地上，巧用时

间、空间，种植名优水果、精细蔬菜、反季蔬菜、时令

花卉盆景，培养食用菌，养猪、养鸡、养牛、养鱼、养鳖

和特种动物，发展沼气，形成能流畅通，良性循环的

高效农业。庭院生态工程可以使每户农民增加纯收

入牭牥牥元，甚至上万元。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增加

了农民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牫牣牪牣牪库区生态农业的五种优化模式

（牨）混林农业复合模式

混林农业复合生态模式是以农业为主，林业为

辅的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运用生态位原理，以林为

作物提供保护性生态条件，作物吸收不到的深层土

壤养分被林木吸收，林木的花叶脱落将其养分又返

回地表，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农业作物生长。林木

能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该模式主要有：泡桐间作小

麦，套种春玉米再种大豆；梨树间作小麦、套种玉米

等多种优化模式。

（牪）混农林业模式

该模式是以林为主，林农共生互惠，相得益彰。

主要模式有牶柑桔（桃、梨、板栗、银杏）间作花生（黄

豆、绿豆、蔬菜、红苕），柑桔（桃、梨、板栗、银杏）间作

大麦，连作绿豆（黄豆、花生）等。

（牫）农林复合模式

这种模式是农业和林业分量基本相当，主要模

式有牶板栗间作农作物，柑桔间作农作物，马尾松间作

黄姜，柑桔间作绞股兰，茶叶间作柑桔套种农作物等。

（牬）生态庭院经济模式

该模式主要有牶“猪、沼、菜、果、菌”；“猪、沼、果、

粮、加”，“猪、沼、鱼、果”，“果、菜”，“果、花”，“果、菌”

等模式。

（牭）水体生态养殖模式

具体有牶“猪、沼、鱼”，“猪、沼、鸭、鱼”，“草、猪、

沼、鸭、鱼”等模式。

牫牣牪牣牫库区六项生态农业实用技术

（牨）坡耕地的水土保持种植技术

在三峡库区坡耕地上禁止顺坡耕作种植，大力推

广横坡水平、石坎或生物埂耕作种植；在没有横坡水平

种植条件的坡耕地上，改顺坡耕种为横坡鱼鳞坑式耕

种；在库区坡耕地上推广自然免耕技术。通过推广上述

三种方法，以减轻水土流失，促进坡耕地的保水、保肥、

保土，提高农作物产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牪）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应用技术

通过引进高产、优质多抗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

减轻病虫危害，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牫）推广地膜覆盖栽培和适期揭膜技术

推广地膜玉米，地膜马铃薯等地膜栽培模式，进

行适期揭膜，不但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产量，而且

能防治耕地土壤的“白色污染”，还能保持水土。

（牬）推广固土高效 、经济作物种植技术

在三峡库区坡耕地及田边地头，大力种植花生、

辣椒、黄花菜、枸杞等固土高效经济作物，不但能获

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能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

（牭）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

库区的工业污染轻，再通过合理施用化肥、农

药，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广生物农药，保护和

利用农业有益天敌，消灭害虫，有利于生产出无公害

的农产品。

（牰）全绿色覆盖种植技术

在坡耕地上，通过间作、套种技术，使坡耕地长

年有绿色植被覆盖。这项技术不但能提高土地资源

的利用率，提高光能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

且能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库区生态环境。

牫牣牫实施有利于保护库区生态环境的相关政策

牫牣牫牣牨提高库区耕地占用税。对在库区占用耕地进行

非农业建设的，建议按高于纳税额的牪牥％征收耕地

占用税，以控制在移民搬迁中的城镇、工厂、企业事

业单位的用地。

牫牣牫牣牪加大库区相关项目的投入

国家在有关生态环境项目资金上要向库区倾

斜。特别是在坡改梯项目、防护林项目等项目资金上

要加大对库区的投入力度。

牫牣牫牣牫减免库区的特产税，促进库区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

在库区种植特产作物，建议国家在前五年免交

特产税，后五年减半特产税以鼓励库区农民将牪牭度

以上的陡坡地退耕还林，种植高效经济作物，促进水

土保持，提高库区农民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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