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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三峡工程对长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侯 学 煌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提 要

三峡工程对淹没区和库区附近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

主要有土地资源被淹没
,

不能
·

恢复 , 自然风景资源和文化资源损失
,

无可挽回 , 工矿业损失巨大
,

重建后将发 生 连 锁 恶

果 , 滑坡
、

崩塌对水库的影响 , 库区四大家鱼的繁殖受到抑制 库区将有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库区开发性移民所带来的种种恶果
。

对上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
,

主要有水土流失对水库寿

命的影响 , 建坝后水库淤积对航运的影响 , 引起上游洪灾的可能性 , 引起上游喜急流生活习

性 的 特 产 鱼类种群数量的减少
。

对中下游资源和生态环境
,

主要有对中下游防洪防涝的烘

响 珍贵水兽和鱼种生存的影响 , 对河 口及邻近海域鱼类生产的影响 , 河 口盐水入仅对工农

业的影响 对河 口及三角洲海岸堆积和侵蚀的影响 , 对河 口和下游航运的影响
。

这些形响是

深远的
、

严峻的
,

有的影响是潜伏的
、

变化的
,

短期内还难 以评价
。

可见
,

三峡工程是否兴

建
,

关系到国 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

关系 亿人民和其子孙后代的命运
,

应当慎爪考虑
,

公开进行民主化
、

科学化论证
,

决不能由主管部门或少数人决策
。

过去几十年来
,

不论中外对于水利工程的决策
,

大多只就库区的工程而论工程
,

就水利而论

水利 , 只考虑水坝将给国家带来若干福利
,

而很少想到水坝可能给人民带来不可预料的水害和若

干灾难
,

更谈不上考虑水利工程对库区本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了
。

近年来
,

水

利电力部所主持的各项论证 包括生态环境
,

都立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前提下进行
,

仅论证三峡

水位的高低
,

不是首先考虑是否应该上马
。

众所周知
,

三门峡水库在建成 年内
,

就已淤掉
,

由于事 前 缺 乏 生态环境的论证
,

泥沙的淤积不仅使工程几经起伏
,

建了炸
,

炸了再建
,

还曾一

度威胁到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工农业生产和安全
。

近年
,

国外由于事前忽视生态环 境 和 资 源问

题
,

大型水库工程停建或缩建的事例也不少
,

例如 巴西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尚未动工的

座水坝 全 部停 建 , 澳大利亚 年取消了在塔曼斯尼的富兰克林河上修建水坝的计划 , 印度

政府在施工 已经 年
,

已耗资 万美元之后
,

于 年停建了赛伦特水坝 又迪汉水库工 程 因

将淹没土地 平方公里
,

破坏印度东北部的生态平衡
,

淹没大量地下矿藏
,

因而邦首席 部 长反

对兴建该项工程而建议改由许多小坝来代替 , 还有该国原拟修建的特里水库
,

因需移民 万人
,

淹没古老城镇
,

并要砍伐森林而可能诱发滑坡
,

加以有严重的淤积向题等原因
,

因此该工程计划

遭群众的反对而停建
。

我国三峡工程的修建
,

过去几十年的论证
,

也只 限于建库本身的技术问题
,

从没有讨论过工

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目前
,

尽管有人暗射主张保持生态平衡的科学家为
“
绿党

”
一类的

“
自然主义

”
者

,

但 自三 中全会以来
,

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
,

英明的党中央领导
,

十分慎重三峡



工程是否上马
,

特别指示要重视该项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在论证三峡工程的过程中
,

技术上吸取国外的经验或求助于国外专家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正

常的
。

但论证该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照搬国外的经验
,

就不一定恰当
。

例如
,
,

埃及阿

斯旺水库位于干早区的热带
,

是个径流只有 亿立方米
,

而库容却有
,

亿立方米的湖泊型大

肚子水库
,

因位
、

于干早区
,

建成后对周围局部气候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
,

淹没区只是沿河呈狭长

带的人 口稀少的灌溉农业 区 没有工业
,

尤其是淹没区以外原来全无人烟
。

建该库的主要目的是

解决干早区的灌溉问题
,

也有发电效益
,

不存在航运问题
,

更不会引起象长江上
、

中
、

下游的这

些复杂的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的变化
。

即使如此
,

其利弊还在争论中
。

阿斯旺水坝建成后
,

也发

生一系列的副作用
,

例如 引起尼罗河三角洲土壤盐碱化和土壤肥力的下降
,

河 口海 岸 线 的退

缩
,

下游血吸虫病
、

疟疾的发生
,

以及由于水质营养物的减少和水文变化而影响了河 口沙丁鱼产量

的大幅度降低等间题
。

我们三峡工程的整个流域是位于湿润亚热带
,

对局部气候几无明显影响
,

它是径流
,

。亿立方米而库容只有 一 亿立方米的河道型狭长条水库
。

该工程的 目 的是防

拱
、

发电
、

航运同等重要
,

被淹没的土地是
“
天府之国

”
沿江两岸不需灌溉的肥沃冲积 土 和 人 口

密集的工业发达的城镇区
。

淹没区人 口约 一 万
,

一般为 一 万人 平方公里或 一 。万

人 平方公里
。

三峡本身又是世界著名的雄伟奇景的峡谷之一
,

具有
,

年历史 文 化 资源
。

全

流域及河 口原有若干种世界珍贵的水生动物
,

将有灭绝的危险 全国重要的经济鱼类的生产也将

受到影响
。

人口对环境的压力等间题
,

更不是阿斯旺水坝所能 比拟的
。

那么
,

聘请外国专家来讨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是否一定比中国科学家更为

高明呢 有可能
,

也不一定完全可能
。

首先是外国专家总不如我国许多 自然和经济地理环境学家

以及生态学家等
,

原来就熟悉本国的环境特点和资源情况
。

即使聘请外国专家来调查
,

也不如本国

科学家工作时间 长
,

跑的地方多
,

掌握的资料丰富
,

与外国库区的 自然生态环境也不同
,

他们的

经验只能部分地应用到三峡来 其次
,

外国专家大多属工程单位的
,

单从工程因素的职业立场出

发
,

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正确地评价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这些复杂的影响 还有
,

有的外国专家

有可能从他们的幕后的经济集团的利益出发
,

在工程进行中需要向他 们 购 买 器材
、

设备
,

或贷

款
,

难免受到合作集团利益的影响
,

从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主观性论证
。

论证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一方面要把筑坝后淹没土地
,

影响旅游资源
,

库区

周围山地
,

工业
、

矿业
、

农业
、

渔业和移民等看作一个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的生态系

统 , 另一方面还应把长江上
、

中
、

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看待
,

修坝后
,

外界环境又怎样形

晌三峡工程的寿命
,

库区内及长江整个流域的水生动物资源
,

河 口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
。

例如
,

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听造成的后果
,

川江肥沃的泥沙 被 水 坝 俄留

后
,

水质养料减少
,

对中
、

下游珍贵鱼类和经济鱼类的生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

还有河 泥沙来

源减少
,

对河口城市建设
,

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等等
。

上述这些影响
,

有短期内可以发生的
,

有的

可能要经过长期才能见到
,

其中有些影响可以算出经济帐
,

另一些可能无法用金钱计算
,

或难以

估计的
。

所以从 完整大系统观点来论证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影响
,

是一个复杂的
、

深远的
、

长

期的战略性问题
。

十三次党代会中
,

赵紫 阳总书记特别指出
“
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

,

要大力

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 自然资源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

把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更好

地结合起来
” 。

这正址我们论证三峡工程应有的指导思想
。

一
、

三峡工程对淹没区及库区附近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一 土地资源被淹没
,

不能恢复
。

三峡工程淹没范围包括 个县
,

在这 个县中
,

丘陵和



山地占
,

平原地只 占 , 而淹没的耕地虽共有 万公顷
,

但都是沿河平原的各县最肥沃妙

第四纪冲积土
,

以及含有丰富磷钾的侏罗纪沙页岩所形成的丘陵中性或微石灰性紫色土
。

这些被
淹没的耕地中

,

柑橘园占
,

 公顷
,

其余农 田种有四川特产的榨菜
、

中药材
,

所种 粮食每公
·

顷产
,

。公斤
。

这些耕地被淹没后所剩余的都是海拔 一 米的丘陵
,

以及 一 。米 的 山

地
,

它们分别占 和
,

而海拔 米以上 山地占
。

这些丘陵山地
,

土地坡度大于
。 ,

有些是坡耕地
,

有些是荒地
。

淹没区的人 口将有 一 万人
,

城镇移到山坡上
,

耕地奇缺
,

重新
·

建筑住房和工厂等
,

施工比较困难
。

二 自然风景资源和文化资源损失
,

无可挽回
。

长江三峡是全世界著名的峡谷之一
,

峡谷
,

区山峦重迭
,

险滩速急湾
,

峭壁绕白浪
,

山水相映
,

充满神奇色彩 还有小三峡
,

奇峰峭壁
,

天
·

泉飞瀑
,

岩溶浮石
,

悬岩古道
,

笼另一气象万千的 自然景观
。

这 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吸

引世人响往
。

三峡及其周围地区
,

是我国 年历史的文化宝库
,

有著名的大溪文化遗迹
,

另有
战国至东汉

,

明清的古墓群各十多处
。

这些文化古迹大多分布在海拔 一 一 米以内
。

上述

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被淹没后
,

无可挽回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
,

我国旅游业将受到的经济提

失难以估计
。

虽有人认为
,

部分景观和古建筑可以搬迁
,

但搬迁后失去原来的风貌
,

价值和意义

大减
,

如涪陵的
“
石鱼

”
水下石刻

,

水文碑林
,

虽可复制
,

但都失去历史水文记录的意义
。

而且峡谷内地质剖面完整
,

列为世界地质学研究的典型剖面之一
,

也将被淹没
。

三 工矿业损失巨大
,

盆建后将发生连锁恶果
。

米方案将淹没工厂 个
,

其中包括重
‘

庆市的 个大型厂
。

目前
,

该处同一地点的工厂企业已经形成为一个复杂的生产系统
,

系统内各企

业之间彼此协作配套关系十分密切
。

在受淹企业迁建期间
,

即使一个企业迁移后 已恢复开工
,

女体

果相联系的企业尚未能完工
,

已开工 的也不能发挥作用
。

所 以水库淹没的影响
,

将波及库区整个
·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
。

再者工厂企业的迁建
,

必然要大量 占地
,

如何在剩下的陡坡和 山

地上重建
,

困难重重
,

而且山地搞土石方开挖
,

也必促使崩 塌
、

滑 坡
、

泥 石 流及水土流失的发

生
。

库水还要淹没各种小铜矿
、

小煤矿
、

小金矿
、

小铁矿和水泥灰岩矿等
,

因而矿产资源损失的

潜在性也足
,

难以估计的
。

四 滑坡
、

崩塌对水库的影响
。

库区沿江两岸共有滑坡
、

崩塌 处
,

黔中崩 塌 处
,

汾
,

坡 处
,

大型滑坡主要分布于库区腹部万县到秘归一带两岸
。

年 月发生的株归新滩沿坡
,

使 万立方米的滑坡物质坠入长江
,

占据江面宽度 米
,

激起的涌浪高 米
,

将对岸的一座仓

库卷入江 中
,

上下游机动船和木船共 只受损
,

死亡近 人
。

建坝蓄水后因水的授泡软化作用和

浮力作用
,

将使滑坡稳定性减弱
,

促使老滑坡复活
,

尤其该区山地在暴雨来临时
,

在地 ,’又无植

被保护的情况下
,

更易触发滑坡
、

崩塌 一旦遇到水坝诱发性地震时
,

大规模的汾坡和岩崩
,

对
‘

大坝将会有潜在威胁
,

有可能会堵塞长江
,

对航道的运行就将带来不利影响
。

如果航进不通
,

我

们这一代执意修建三峡工程的人所犯的错误
,

就难 以补救了
。

五 库区四 大家鱼的铁殖受到抑制
。

长江中游自重庆 到洞庭湖的城陵矶江 段
,

分 我 因 青
·

鱼
、

草鱼
、

鳝鱼和缩鱼四大家鱼的繁殖区
,

其中一部分在库区的江段内
。

三峡工程建成后
,

由于

水库的调蓄
,

坝下的涨水过程发生显著变化
,

洪峰削平
,

涨情缩小
,

使家鱼所要求的涨水条件不

易得到满足
,

因而繁殖受到抑制
。

繁殖所要求的不低于 ℃的水温条件
,

也 因 水 库 下泄水的温

度而降低
,

复温滞后
。

米方案因水温降低
,

家鱼繁殖期将推迟 天左右
,

此外
,

建坝 后 江水

冲刷将引起许多江段河床形态变化
,

从而鱼苗来源减少
,

结果将降低四大家鱼的总产鱿
。

六 库区将有诱发地皿的可能性
。

库区历史上 曾发生过 级以上的中弧地震 次
,

最大

展级达 级
。

三峡蓄水后
,

存在着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首先
,

库区工 米以下有大而积石灰岩地



层
,

发育着大小溶洞若干个
,

蓄水后会促进地下水和库水沿裂隙间向深部渗透
,

当库水和地
‘

一

卜水

沿裂隙间向深处渗透时
,

分别被两侧
、

不透水的沙岩所阻隔
,

因为水体有良好的渗透条件
,

造成空
‘

隙液压增加
,

岩石抗压强度降低 第二
,

从构造条件石
,

至今仍在活动或第四 纪以来继续活动的

断裂体系
,

在卫星影象上显示得很清楚
。

这就说明库区存在着有诱发地震的构造条件
。

七 库区开发性移民所带来的恶果
。

所谓开发性移民
,

就是在库区长江两岸后退到山压发

展工业和农业
,

这种改变了过去造水库只给移民搬家费的办法虽笼可取的
,

但笼新建 厂和 山坡

种植将带来一系列不 良后果
。

、

工业引起污染
。

由于水库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容量降低
,

沿江城市江段的污染带加剧
,

难

分解汞等元素有机污染物以及人工放射性核素等沉积于水底
,

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性较大 , 加

上建库后直接淹没了煤矿
、

磷矿
,

有害物质等都进入了水底
,

也在底泥中累积
。

这些污染物有可

能通过食物链转移到人体
。

在山上新建工厂
,

污水处理和排放比平原复杂
。

由于弯道多
,

各种车

辆行驶中的刹车变速频繁
,

噪音污染和尾气排放量
,

将大大超过建库前状况
。

三峡地 区 环 境 闭

塞
,

风速小
,

霉日多
,

湿度大
,

发展矿 山
、

化工
、

冶金等和其它有烟工业
,

极易造成空气污染
,

产生酸雨等危害
,

会威胁居 民健康
。

、

农业引起水土冲刷
。

在五十年代
,

库区沿江各县森林覆盖率基本上在 以上
,

现在沿江

两岸只有
。

由于森林被破坏
,

草地占 一
,

裸岩占  
,

所以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

建坝后
,

沿江两岸的密集人 口
,

势必要扩大到山坡
,

于是毁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有增无减
,

随之

土壤侵蚀和贫疮化的现象加重
,

泥石流
、

滑坡和早涝灾害也 日益严重
。

山上如搞
“
大寨

”
式梯田

,

周易被暴雨冲毁
,

反而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

使得生产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

单位投资也随之

越来越增加
,

而所产农作物却很有限
,

将形成愈垦愈穷
,

愈穷愈垦的恶性循环
,

从而对环境的压

力必然加大
。

、

库区柑橘园被淹没
,

补救困难
。

三峡地区的沿江平原
,

土壤深厚
,

又有含钾磷的丘陵紫色

土
,

加以气候温湿
,

年平均气温 一 ℃
,

又有高山屏障
,

阻碍冬春寒潮
,

所以适合多品种的柑

橘栽培
。

水库工程建成后
,

将淹没
,

公顷柑橘园
,

占被淹耕地的
,

剩下是土层浅薄的

坡地和裸石
。

如果在陡坡上建筑
“
大寨式

”
梯田

,

不仅缺乏土壤物质来源
,

建成后如果遇到一场疑

雨
,

梯田就有全部冲毁的危 险
。

加上水库气温虽较建库前可提高 ℃
,

但气温随着海 拔 高度而

释低
,

水库如高达 米
,

库岸所增高的气温即被海拔升高所抵消
,

而且柑橘主产区在库区东部
。

东部稀归以北海拔 米的兴山县
,

年绝对最 低温就有冻伤冻死柑橘的一 ℃的记录 , 如果把柑

橘推广到海拔 米地区
,

冻死的危险更大
。

所以有人提倡库区海拔 米以下
,

可大 大 发 展 柑
·

橘
,

并靠柑橘来振兴被淹各县经济的建议汇值得怀疑的
。

从生态学角度肴
,

山坡上缺乏发展柑橘

所需要的适宜 心候和土壤的综合条件
。

二
、

三峡工程与上游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影响

一 上游水土流失对水库寿命的影响
。

长江上游原是我国第二大林区
,

足长江水资源保护 的

主要屏障
。

但解放以来
,

特别无在
“
大跃进

”
提倡

“以粮为纲
” 的 口号下

,

四川盆地
,

盆边山地

和乌江两岸
,

由于毁林开荒引起 了严亚的水土流失
, “

文革
”
期间又号召盆地内部分居民

,

迁入川

西 区新建村庄
,

开垦山坡
,

因而西南森林覆盖率己由五十年代的 下降到八十年代的  
,

四川盆地内仅
,

有的地方甚至只 占
。

三峡工程 以上整个上游流域的土壤浸蚀址为严重
,

对

水库淤积必然愈来愈严重
。

四川每年流入三峡的泥沙量
,

在七十年代为 亿吨
,

八十年代 初 实

狈 已高达 亿吨
。

相应的泥沙淤积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

水库总是有寿命的
,

库容址仅 一



亿立方米的三峡工程建成后
,

因上游土壤侵蚀而在库内淤积
,

不仅原设计要达到 的 目标将逐

年减少 更严重的是威胁水库寿命
,

究竟有多少年就要报废
,

这实在是最为令人耽心的问题
。

二 建坝对上游航运的影响
。

重庆和万县是四川和西南几省区的运输大动脉
,

如果长江干

流拦腰折断
,

建一拦江大坝
,

虽可建四五级船闸
,

但各级船闸互相制约
,

故障因素很多
,

通过能

力小
,

通航保证效率低
。

还由于上游江底卵石 泥沙和四周土壤侵蚀被截留
,

沉积在水库末端
,

虽有
“
放水拉沙

”
的措施

,

也很难拉去涪陵
、

长寿和重庆的淤积
。

这 些沉积物将逐年向上游漫延
,

穿过合

川
、

沪州再向各支流扩展
,

抬高河床
,

结果一定影响上游的航运
,

致使支流到重庆及重庆到长寿

的航运
,

不仅未能改善
,

反而有恶化的可能
。

如果重庆变为一个
“
死港

” ,

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必将受严重的影响
。

三 引起上游洪灾的可能性
。

三峡以上集水面积广
,

如逢特大洪水
,

一时排水 困难
,

大坝

回水可能进入盆地
,

淹没重庆
、

合川和江津一带稠密人 口 的地区
,

毁坏农田
、

建筑物和工厂等
,

这就会把下游的洪水灾害移到了上游
。

四 引起上游喜急流生活习性的特产鱼类种群数 的减少
。

三峡建成后
,

形成 河 谷 型 水

库
,

流速减缓
,

水深增大
,

泥沙沉积
,

饵料生物组成改变
,

水域生态环境将发生大的变化
。

原来

栖息在该江段的一部分常年在干流和少数支流深水急流水域生活的上游特有鱼种
,

如圆 口铜鱼等

余种水生动物
,

将发生相应 比例的减少
。

三
、

工程对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一 对中下游防洪防涝的影晌
。

三峡工程可 以拦截川江洪水
,

对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泛区和

铜庭湖区虽能够起 到一定减抵洪峰作用
,

但这种作用是有限度的
。

表现在有的年份四川水灾很严

重
,

而中下游无洪涝灾害 , 另一些年份中下游洪捞灾害严重
,

而上游的四川却无水灾发生
。

例如
,

年和  !年
,

上游四川洪水不大
,

而中下游的武汉地区洪灾很严重
,

这尤因为 湖 南 的 湘
、

资
、

沉
、

澄 水和湖北的汉水等大支流的暴雨洪水所引起的 相反地
,

在 年
,

四川水灾严重
,

而中下游的沙市
、

武汉没有水灾
。

因三峡工程只能控制上游的洪水
,

而防止长江中下游支流的洪

水
,

则应采取多途径 特别姑荆江泛区和武汉洪涝灾害的发生原因
,

也与五十年代后围湖造田
,

使得天然蓄水水库破坏有关
。

五十年代初
,

湖北省湖群有 万公顷水面
,

现在只剩下
。

所以

根治中下游的洪涝灾害
,

一方而必须有计划地退垦还湖
,

部分地把现有低洼田改为分洪区
,

同时

对荆江大堤加高加固工程更不可忽视
,

尤其要重视保持整个长江的上
、

中
、

下游的山地的植被
,

即

绿色蓄水库
。

各地建造工程水库的同时
,

都不可忽视水源涵养林的保护 另一方而也决不能单靠

建了 一 亿立方米库容的三峡水坝
,

就完全解决 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
。

二 对中下游珍贵水兽和鱼种生存的影响
。

长江内的白鳍豚
、

白鳃
、

月因脂鱼
、 ‘ ,

华鳃等
,

都是世界上珍贵稀有的动物物种
,

月前它们已处于濒危状态中
,

它们属于我 国第一类 的保 护 动

物
。

建筑葛洲坝后
,

中华鳄 已有死亡在坝下的事例
。

以上这些水生 动物的产卵场多在上游
,

特别

是白鲜和胭脂鱼
,

建坝后就不能游到上游繁殖
,

而仔和幼鱼又不能漂游到下游生活
。

自鳍豚生活

在长江 中下游干流中的活动水域
,

主要在弯曲河段 三峡大坝建成后
,

中游河床水流趋中直走
,

从而失去栖息的生态环境
。

中华鳃从海里溯游长江中上游后
,

必须停留在安挣环境中不摄食物
,

才能发育性腺
,

长江 中游总亲鳃集中场所
。

三峡工程建成后
,

船运事业发展
,

中华鲜既易被螺旋

击毙
,

加以噪声干扰加剧
,

影响其性腺正常发育
,

从而种群自然减少
。

三 对河 口及邻近海域鱼类生产的影响
。

三峡建坝前
,

长江不断带来上游含有丰富养分的肥

沃淡水
。

在淡水与海水交界的河 口处
,

环境复杂
,

因而有多种生态类型的动物聚集在河 口进行繁



殖
、

育幼和索饵
。

大坝建成后
,

肥沃泥沙多沉积在库内 另由于枯水和丰水月份的改变
,

河 口水

质和水文的变化
,

原来长期生活繁殖在河 口的半咸水动物
,

如凤尾鱼
、

银鱼
、

鳃和匕虾等
,

也可

能减产或消失
。

在河 口育肥回游到长江上中游产卵的珍贵中华鲜
,

被水坝所阻陌 从河 回游到

湖泊静水处产卵
,

又沿长江回游到河 口育肥的细鱼
,

将因水质营养贫乏而减产 , 在河 产卵回游到

长江下游育肥的河蟹也因长江水中缺饵料而可能减产 还有一类在海 日繁殖而到海内生活育肥的

白鳗
,

中绒鳌蟹的生活
,

也将受到影响
。

长江河 口附近的舟山渔场
,

儿长江淡水和台湾吸流消长

变化而形成的
。

吞季台娜暖流水势增强
,

水温升高
,

饵料生物繁盛
,

带鱼
、

大小黄鱼及三扰梭子

蟹
、

乌贼等向近海和河 口回游
,

进行繁殖和育肥
,

冬季又游向外海深水区越冬
,
三二峡建坝后

,

河

口水文和水质营养成分变化
,

舟山渔场的位置和鱼产量也必然有变化的可能性
。

四 河 口盐水俊入对工农业的影晌
。

长江河 口在三峡未建坝前
,

枯水期是 一 月
,

盐水

入侵两岸
,

对上海的工农业生产和饮用水已经带来严重危害
,

在工业方面影响到纺织
、

食品
、

医

药
、

冶金
、

化工和电子等行业 仅宝钢
、

杨树浦和石洞 口三家 电厂
,

为保证锅炉用水
,

花费脱盐

装置投资已达 亿元
。

另宝钢在江边建造一座避咸蓄淡水库
,

总投资为 亿元
。

盐水入侵对人

体健康也有很大影响
。

三峡建库后
,

月份蓄水
,

将引起长江 口盐水入侵的长度和强度的变化
,

如果加上东线南水北调和苏皖两省沿江引水
,

从而将严重引起长江 口及三角洲前缘地区的土壤盐

碱化
。

三峡大坝 一 月泄流量增加
,

将使地下水位提高
,

会带来内河水和地下水排泄不畅 , 汾

渍盐碱危害加重
,

对沿江棉花和小麦生长不利
。

同时在大坝蓄水期间
,

有促使盐水入仗太湖水系

的汁牛在威胁
。

五 对河 口及三角洲海岸堆积和侵蚀的影响孟长江口主要几川江冲积泥沙的归宿
。

淡水夫

带的悬沙到河 口与海水发生聚凝作用
,

使大量细物质沉积
,

所以河 口面积不断 增加
。

。勺乞前
,

上海浦东海岸位习现在的钦公塘
, ,

年来上海平均每年沿海造陆地 米
,

左岸苏北造陆更快
,

七十年来新建的启东
、

如东
、

大丰和射阳等 县共儿百万公顷的农田
,

都是从四川顺着 长 江 迁

移来的物质财富
。

三峡工程建成后
,

因泥沙主要淤积库底或回流川江
,

不仅河 口的土地资源不会

象过去那样增加
,

甚至还会发生海岸冲击
,

致使海岸可能退缩
,

尤其是南面杭州湾的北招‘泥沙供

应减少
,

从而会加强共北岸冲刷和岸段冲刷的强度
。

此外
,

崇明东滩的淤积减缓
,

泥 沙 来 源 减

少
,

将加大侵蚀岸段的泥沙呈不饱和状态
,

从而导致侵蚀岸段扩大
,

险工地段增多
。

六 对河 口 和下游航运的影响
。

据作者 年在南通调查
,

三峡建坝后如发生海水倒灌
,

·

崇明岛与南通之问的长江北支
,

因受潮汐影响
,

有发生淤塞而阻碍航运的可能
。

此外
,

江苏沙洲

市张家港沦长江 口一个腹地新建的大港 口
,

目前水位可停万吨轮船 在三峡工程建成后
,

每年蓄

水期间该港 口的水位可能会降低
,

从而影响港口的航运
。

张家 口港以上 公里处
,

正在筹建全国

最大的核电站
。

核 电站足利用江水作为载热体冷却后再排入江中
,

所排放的水质 虽经过处理
,

不
’

可免避地含会有一定量的核物质
,

平时因流水稀释
,

不致发生危害 似在每年静水期 习
,

排放水

中的放射性物质在江水中稀释能力就会减弱
,

必然会影响下游 公里张家港的水质
,

从而 丁能何

接影响这个港日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

总之
,

三峡
一

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几深远的
,

严重的
。

但 目前这方而还研究书够
,

箱

要组织多学科
、

多部门
,

共同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

才能得到比较可你的民主的科学论证
。

某些生

态环境的变化和影响短期内还难 以评价
,

许多影响足潜伏着的
,

变化的过程 址漫长的
,

 ’利还是

不利
,

难 以用数最计算
,

影响的程度
、

边界
、

范围和时间往往少模糊的
,

需要长时位监洲研究
。

上面所说的若千不利影响
,

属我个人的意见
,

不一定正确
,

仅供讨论
。

但从生态学角疚价
,

三峡

工程能否上马
,

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

关系到 亿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
,

应加以



镇重考虑
,

不宜由个别部门主持论证或由少数人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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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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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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