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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大 自 然

金 鉴 明 王 玉 庆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 导小组办公室

资源
、

环境
、

人 口是当今国际环境保护涉

及的三大问题 这些问题联系面广又互相影

响 它不仅关系到现在
,

而且影响到未来

人口 的增长
,

都市人口 的集中
,

资源和能

源的大量消耗
,

促使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可以说
,

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实质上就是对资

源
、

能源的不合理利用所引起的
,

而人口 的不

适 当增长
,

特别是过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

状况
,

更加剧这些矛盾

一九七九年八月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

资源
、

环境
、

人 口和发展关系讨论 会表 明
,

合

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适当地控制人 口增

长
。

维护和改善环境是每个国家在发展本国

经济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因此
,

正确地认识

和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已迫在眉睫 本文仅

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的 角度
,

提

出一些问题和看法

一
、

我国丰富的资源及其遭到的破坏

我国地大物博
、

资源丰富 全国耕地面

积达十五亿亩
,

土地肥沃
,

物产丰盛 江河湖

泊数量多
,

流域面积广
,

河川年径流量约二万

六千多亿立方米
,

地下水年径流量约七千亿

立方米 矿产资源种类多
、

储量大 目前已

找到一百四十多种矿产资源
,

其中钨
、

锡
、

铝
、

铁
、

煤等十五种矿产储量居于世界前列 我

国有十八亿亩森林
, ,

四十多亿亩草原 动植

物种类繁多
,

已鉴定的仅高等植物就有三万

多种
,

脊椎动物三千七百余种
,

而且有许多世

界稀有的珍贵物种

这样丰富的资源是我国人 民 的 宝 贵财

富 解放后我们虽然在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方面做了些工作
,

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

的问题
,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林彪
、“

四人帮
”

的干扰
,

使得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

国森林复盖率仅有百分之十二点七
,

在世界

上 占第一百二十位 但是每年消耗森林资源

近二亿立方米
,

其中三分之二是毁林开荒
,

滥

砍乱伐
,

森林火灾和计划外采伐造成的损失

草原可利用面积三十三亿亩
,

由于过度放牧
,

不合理的开垦
、

鼠害和火灾的危害
,

草场退

化
、

沙化
、

碱化的现象极为严重
,

致使产草量

比十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由于水被

污染
、

过度捕捞
、

不合理围湖造田和缺乏生态

观点的水利工程
,

我国淡水鱼天然捕捞量七

十年代只有五十年代的一半 滥捕乱采造成

野生动物资源大大减少
,

许多珍稀动植物濒

于灭绝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最基本 资

源
,

也是农业生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

国土壤破坏也极其严重 除了不合理的使用

农药
、

化肥
、

污灌及工厂排污所引起土壤污染

外
,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植被破坏造成土

壤侵蚀
、

沙化和水土流失
,

如长江
、

黄河每年

带走泥砂达二十六亿吨
,

相当于冲走六百万

亩良田 水的不合理使用
,

使土壤盐碱化
、

沼泽化
、

潜育化 土壤的不合理使用
,

使

肥力减退
,

结构变坏 我国仅解放后形成的

沙漠化土地面积就达六万四千多平 方 公 里
,

其中人为的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沙漠

化面积 占百分之九十一
,

仅这一项就损失了



大片耕地和草原 水和矿产资源同样存在着

严重的浪费和开采不合理的现象

二
、

自然资源破坏带来的危害

自然资源的破坏带来的直接后果使资源

的数量减少
,

给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带来

巨大的损失 森林经营不合理
,

重采伐
,

轻

造林等原因
,

致使水源涵养林
、

防护林
、

自然

保护区遭到严重破坏
,

不仅直接造成木材供

需关系 日益紧张
,

而且导致环境恶化
,

气候变

坏
,

水土流失
,

土壤沙化
,

整个生态系统失调
,

严重影响农
、

牧业生产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大
,

仅长江流域面积就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川

西森林的继续破坏
,

使长江确有变成第二黄

河的危险 黑龙江省每年因水土流失减产粮

食四十亿斤左右 水土流失不仅直接影响农

业生产
,

而且危及主要为农业服务的各种水

利工程 据统计
,

我国二十座重点水库不到二

十年时间
,

泥砂淤积量己占库容的百分之十

八点五 贵州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

过去只

注意了一分田
,

甚至毁掉了八山来保一分田

由于山林被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气候从
“

天

无三 日晴
”

到
“

三年出现两年旱气发生这种变

化
,

大气候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农业

发展相当缓慢 森林植被的破坏使一些区域

的小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 四川盆地一九五

七年前气候尚好
,

近十几年雨量逐渐减少
,

五

十年代春旱约三年一遇
,

现在是十春八旱 据

统计
,

四十六个县降雨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五

到二十 由于大兴安岭森林面积急 骤 缩 小
,

呼伦贝尔草原气候向干旱多风的方 向 发 展

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
,

一九六 年至一九

六七年这八年内年平均降水量为三百一十九

毫米
,

而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八年内

下降到二百九十五毫米 平均风速却从每秒

三点七米增加到每秒四点零三米

由于草场破坏
,

产草量减少
,

我国大牲畜

数量十多年来徘徊不前
,

牧区每年冬春因饲

草不足牲畜掉膘造成死亡所损失的肉量远远

超过国家的收购量 畜牧业上不去
,

加上渔
业资源的破坏

,

就必然加重了九亿人民对粮

食需要的压力 野生动植物资源
,

特别是一

些珍贵稀有的物种的保护
,

在科学研究上有

特殊意义 许多专家发出呼吁
“

救救珍稀

的野生动物’’

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给 我 国 工农 业生

产
、

渔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
国水资源总储量十分丰富

。

但是由于各地气

候条件和水文条件不同
,

其蒸发
、

降水和径流

情况也不一样
,

各地区
、

城乡
、

工业区和农牧

区的需水与供水之间存在一 定 的不 平 衡状

态 如果不进行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
,

就会

造成供需之间的矛盾
,

严重时就会发生水荒

现象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各种工业

及工业产品用水量和排污水量相应增长
几

一

般按中等水平大致估计
,

污水量至少每十年

增加一倍 北京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八年污

水量增加了二十六倍 一些国家水污染造成

的损失约占该国国民经济总 产 值 的 百 分之

一 我国一些地区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不

会少于这个数字 另一方面供水量却在不断

增加
,

全国据一百八十多个城市统计
,

城市

日供水量一九七六年底将为一九四九年的十

倍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
,

不久的将来
,

像北

京
、

上海
、

青岛等城市就会出现严重水荒

此外
,

矿产资源的乱采
、

乱堆也会严重破

坏和污染自然环境

总之
,

资源的滥用和破坏会使自然生态
平衡严重失调

,

环境恶化
,

阻碍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 这是人类在同自然界长期斗争中认识

和总结出来的一条客观规律

三
、

保护好大自然

当前搞好大自然保护应该加强宣传
,

提

高认识
,

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
、

森林法和

水产资源保护条例等有关的法规 加强科学

研究
,

设置一些必要的专门的机构
,

切实解决

有关大 自然保护所需的资金
、

设备
、

物资等具



体问题 此外
,

还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 认识 自然规律
,

掌握 自然规律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警告人们
,

要警

惕大 自然的报复 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

细亚等地居民
,

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光
,

结

果使这些地区变成了不毛之地 意大利人在

阿尔卑斯山南坡砍光松林
,

结果摧毁了那里

高山畜牧业的基地 加拿大西部边界和美国

西部草原地区由于开垦和过度放牧
,

引起了

灾难性的黑风暴
,

毁坏了牧场和农业 这些

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认识 和理 解 自然 规

律
,

不合理的使用土典和乱砍
、

滥牧而得到了

与人们愿望相反的结果 由此看来
,

人为的

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

不能只看到眼前

的局部的变化
,

而必须从长远的全面的观点

考虑它们的后果
,

不能只从某些环节上看到

一定 的收益而要从生态系统的相互制约
、

相

互联系去估计人为活动对生态的影响 环境

保护必须采取积极的以防为 主的 方针和 措

施
,

这是长远之计 如果我们不从全局的
、

战

略的方针着眼
,

不去考虑自然环境的保护
,

不

研究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后果
,

也

就不可能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

更不可

能掌握保护 自然和改善环境的主动权

二 搞好全 面规划
,

合理布局

自然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

各种因素

彼此影响
,

互相制约 因此 当人们变革某一自

然条件时
,

必须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在安排

工农业建设时
,

要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
,

避免

和克服盲 目性 无论是采伐森林
,

开发矿山
,

兴建水利工程
,

还是垦植草原和山林
,

都要既

看到它收益的一面 又要考虑可能对自然环

境长远的不 良影响的一面 对 于新建 的城

市
、

居民区
、

工矿区或其他大型工程以及农村

城镇的五小工业的发展
,

也要根据当地的自

然地理特点
,

应用生态系统的调节与再生的

动态平衡规律进行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从

全局的长远的观点出发
,

进行损益分析
,

作出

对环境影响的预断评价
,

从而制定出既保护

自然环境又发展生产的最佳方案 我国农村

幅员辽阔
,

保护农业自然环境刻不容缓 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

条件 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 性 很大
,

具备良好的水质
、

土壤
、

大气的环境是发展

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当前不合理的使用土

地
、

农药以及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已使农业自

然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污染 保护农业 自

然环境
,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

是工

业生产及其合理布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

则
,

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 尽快增加 自然植被 的复盖率

自然植被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
,

特别是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尤为显著 据有关资料介绍
,

五万亩森林的

蓄水量就相当于一座一百万立方米小型水库

的容量 一片森林就是一座绿色水库
,

就是

农作物的一道天然屏障 国外森林恢复和发

展情况说明
,

如果森林复盖率达到百分之三

十左右
,

而且分布地均匀
,

就可基本上保证

风调雨顺
,

起到防御自然灾害
、

保证农业稳

定发展的作用 因此保护和发展自然 植 被
,

提高森林和其它植被的复盖率是一项保护 自

然环境
、

改变 自然景观
、

保证农牧业高产稳

产的带有根本性的战略措施 世界各国的森

林资源大体上都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
、

发展

的过程 目前加拿大
、

美 国
、

苏 联以 及 芬
夕

兰
、

瑞典
、

日本等国的森林复盖率分别达到百

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 我国森林复盖率仅有

百分之十二点七 有十几亿亩宜林荒山
、

荒

地和大量的四旁零散空地尚待绿化
,

有几亿

亩疏林
、

灌木林需要改造
,

有接近十亿亩中幼

林需加强抚育 我们要认识自然植被不仅能

改善自然条件
、

而且具有保障农牧业稳定生

长的生物效能
,

·

掌握自然资源和森林植被的

生长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
,

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工作
,

绿化祖国
,

林茂粮丰的 目标是一定能

够实现的

四 加 强 自然保护 区工作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一项

重要建设 自然保护区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

景观带或典型的自然生态类型地区划出一定

的范围
,

把应受国家保护的生物资源
,

特别是

某些濒于灭绝的珍稀物种保护起来 这是一

个活的自然博物馆
,

是自然资源的仓库 它

也是自然生态系和生物种源的储存地 自然

保护区为观察
、

研究物种的产生和发展
,

对野

生动植物资源的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

为引

种驯化有价值的生物种以及研究生态系统和

生物资源的发展规律等等提供了良好的科学

基地
,

也是普及科学知识
,

进行教学实习的有

效场所 从科学发展的意义来说
,

保存自然

生态系统就是保住了 自然
“

本底
” ,

对于类似

地区的过去
、

现在
、

今后的资源利用和自然改

造的规律性有了对比的基础和研究的依据

为此许多国家把建设和发展自然保护区的事

业看做是一个国家文化科学水平发达的标志

之一
,

把宣传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看作是提

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事业解放以来得

到了较大的发展
,

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

相比
,

差距甚大 例如美国有自然保护区六

百六十九个
,

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以上

瑞典有自然保护区八百九十九个
,

占国土总

面积的百分之八 英国有一百多个
,

占百分之

八到十 肯尼亚占百分之十 日本 占百分之十

五到二十 我国自然保护区目前只有五十一

个
,

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霎点二户七
旦

自然

保护区无论在面积上或是在管理水平上都远

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为此一方面要加强

领导
,

巩固和完善现有的自然保护区
,

另外应

尽快制定全国自然保护区规划
,

在短期内能

够增划一些新的自然保护区
,

以推动大 自然

保护工作的开展

五 加强 自然资源 的调 查研究工作

解放初期根据我国国民 经 济 发 展 的需

要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植被调查
、

生物资源调查
、

橡胶宜林地的选择
、

草场的生

产力研究
、

经济植物的引种栽培等等 通过调

查
,

对我国植被资源的特点及其分布规律有

了比较全面概括的了解
,

编 制出各种比例尺

的植被图
,

陆续出版的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植

物志
,

为各地植被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农林牧副渔业的合理布局等都提供了有价值

的科学依据 尽管如此
,

我国丰富的自然资

源蕴藏量和现状还有待摸清
,

由于人为活动

的干扰
,

许多生物种类尚未调查研究即已遭

受破坏或濒于灭绝 为此
,

必须加强自然资

源的调查研究
,

为进一步掌握资源的储藏量
,

根据自然资源的状况
,

制订出积极保护和合

理利用资源的规划和措施 目前当 务之 急
,

要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科学考察
,

为区划

和经营管理自然保护区提供科学依据

亩‘白由白由自由自血由血白由食由血由血曲么由合

海洋环境科学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为交流国内外海洋环境科研成果
,

商讨召

开第一次全 国海洋污染研究学术会议
,

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海洋环境专业委员会和 中 国海 洋

环境学会
,

于一月二十八 日至二月一 日在北京

联合召开
“

海洋环境科学研究座谈 会” 参 加

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
、

国家海洋局和高等院校

以及环保
、

卫生
、

水产等部门二十八个单位的教

授
、

专家等海洋环境科学工作者四十七人 会

议安排了有关日本海洋污染考察报告
、

国外海

洋污染研究概况介绍等 代表们认真讨论了

我国海洋环境科学研究的近期和远 期主 攻 方

向和工作重点
,

同时商定召开第一次全国海洋

污染研究学术会议事宜
,

墓、、、、、、、、、、、、、、、、、、、、、、、、、如、如、、、、、、衍、向如成

沪,幼
,

翻盏兮佃公
下

偏,甲,俩八,俩公
, ,,砂即的说,‘

,

公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