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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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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环境科学研究所 �

搞英 本文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高层次对大理州人 口
、

资源
、

经济
、

环境各子系统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

结

果表明
,

建国以来 , 大理州经济发展迅速 , 工业总产 值比 � � � � 年增 长 �� 倍 , 农业总产值增长 了 �� 倍
,

但是
, 由于

人 口数量激增对自然资源的需才 量越来越大
, 区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

森林资源锐减 ,

水土流失严重
, 水资源减

少 , 环境污染等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

本文提出发展大理州生态经济的对策 � � 控制人口增长 �� 提高森林覆盖

率 � � 调整经济结构 � �控制环凌污染
�

关链词 � 大理州 � 自然生态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
�

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聚居的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
�

区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

系统构成一个特定的区域生态经济系统
�

认

识该系统的基本特征
,

对于促进大理州社会

经济的发展
,

改善环境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

一
、

概 况

大理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
,

滇中高原

与滇纵谷接合 部 位
�

地 处 东 经 � � 。 , �’一

� � � � � �‘ ,

北 纬 �� � �� ‘一 �� � �� ’ �

总 面 积

� � ,

�� �
�

��� 耐
,

山地 占总面积的 � �
�

��
�

地势

西北高
,

东南低
,

具高原湖盆和横断山脉纵谷

两大地貌
�

在海拔 ��� �一��� � � 的重山之

间
,

分布着 �� � 个小坝子
,

面积 � , �� , � � ,
�

全

州年平均气温 ��
�

�一 ��
�

�℃
,

雨季 � 一 �� 月

份
,

年平均降雨 �� , �� �
�

全州气候温和
,

夏

无酷暑
,

冬无严寒
,

四季如春
�

全州辖 �� 个县 �市 �
, ��� 个乡镇

, �个办

事处
, ��� �� 个 自然 村

�

�� � � 年 总 人 口

��斗
,

�� 万人
�

其中农村人 口 � ��
�

�� 万人 ,

占

总人 口的 �� 务
�

少数民族人 口 抖 �
,

�� 万

人
�

其中白族 ��
�

�� 万人 ,

占总人 口 ��
�

斗多
�

境内还有彝
、

回
、

傈僳
、

苗
、

纳西等�� 种少数民

族和汉族
�

隔
,

交通不便
,

加之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

歧视压迫
,

造成大理州贫穷落后
�

�� �� 年
,

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仅 �� ��万元
�

解放四十

年来
,

大理州经济发展迅速
,

尤其是近十年来

发展速度更快
�

�� � � 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

达 �� ���� 万元
,

比 ��  � 年增长了 �� 倍
�

其

中工业总产值达 � �  !� 万元
,

增长了 �� 倍
,

农业总产值达 � � �� � 万元
,

增长了 �� 倍
�

二
、

大理州经济发展状况

解放前
,

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睡
,

重山阻

三
、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大理州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是社会

经济不断增长
,

人 口数量激增
,

对 自然资源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
,

区域 自然生态系统承受更

大的压力
�

加之政策不稳定
,

管理不善等原

因
,

造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日趋恶化
,

自然灾

害日益加重
,

影响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
�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

�
�

森林植被严重破坏

建国初期
,

全州森林面积达 �� � � 多万

亩
,

森林覆盖率达 ��
�

� 并
�

长期以来
,

过量采

伐
,

乱砍滥伐
,

加上农村烧柴
、

烧炭
、

农副产品

加工等
,

年净消耗木材达 �� � 多万 耐
,

大大

超过全州森林年净生长量 �年净 生 长量 为

��� 万 � �

�
�

全州每年发生森林 火灾数百起
,

烧毁林木数十万方
�

仅 ��  � 年发生森林火

灾达 ��� 起 ,

受害森林面积 �兄�� � 亩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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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

全州平均每年毁林毁草开荒 �乡� � �

亩
�

� � �  年新开荒地 � � � � � 亩
�

大理州荒

山面积达 � � � �
�

� � 万亩
,

森林 面 积 减 少 到

� � �� 万亩
,

覆盖率下降到 ��
�

�多
�

原生的常

绿阔叶林遭到严重破坏
,

代之的是蓄水保土

能力较差的云南松林和灌草丛
,

丢荒地
�

�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导致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

目前
,

全 州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 � � �
�

� � �
, ,

占全州土地面积的 � �
�

� �多
�

每

年从地表径流中带走 的 泥 沙 达 � � � � � 万 � ,

相当于冲走 �� 万多亩的表土层
�

水土流失使

州内几条主要河流的含沙量近 �� 年中增加了

��
�

� 多
�

南涧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 �  �
�

�� 耐
,

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
�

� 拓
�

全县各种类型

的大小泥石流沟 � �� 多条
,

滑坡 �允 多个
�

全

县 � �� 个村子发生滑坡或泥石流
,

占全县自

然村数的 ��
�

� 多
�

水土流失使州内湖泊水库淤积严重
�

全

省第二大湖泊洱海每年冲人的泥沙达 � �� 万

�
�

巍山县五件水库泥沙淤积达 �� � 万耐
,

占库容的 �� 外
�

水土年 复一年流失
,

使州内

许多山坡变成光山秃岭
,

冲沟发育
,

地面切割

得支离破碎
�

许多山岭变成了石山
、

半石山
,

寸草不生
�

�
�

水资源 日益减少

按每 � �
,

森林土壤中贮水 巧 万 � 计

算
,

全州建国以来减少 �� � � 万亩森林
,

地下

蓄水减少了 �� 亿 � ,

相当于减少灌概 � � , 万

亩水田的水量
�

全州建国初期有 �� 个淡水湖

泊
,

已消亡 � 个
�

目前
,

还有 � 个湖泊面临消亡

的危险
�

洱海 � � �� 年以前面积达 �知一 �� �

� �
, ,

蓄水 �� 亿 �
� �

西洱河电站建成后
,

过

度放水发电
,

工农业用水激增
,

加之来水量逐

年减少
,

人不敷出
,

水位急剧下降
�

工夕� � 年

洱海最高水位为 � � �  � �海防高程�
,

比以往

最低水位还低 �
�

�� �
�

� � � � 年 � 月水位下

降到 � � ��
�

�� �
,

比法定最低控制水位还低

� �  。
。

面积缩小到 � � � � � � �

科 学
�

��
·

全州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 � � �  ��
,

属半

贫水区
�

目前
,

全州有 �� 万人
,

数十万头牲

畜饮水困难
,

到 � � � � 年全州人均占有水资

源量将下降到 � � �� �
� �

水资源 日益减少将

影 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

�
�

人 口激增

� �  � 年全州总人口 � � �
�

� 万人
, �� � � 年

增加到 � � �
�

� � 万人
,

三十九年净增 � � �
�

� � 万

人
�

人口密度从 �� 人 � � �
, ,

增加到 � �� 人 � �耐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 � �
�

�痴
,

预计到 � � � � 年全

州人 口将增至 �义
�

� 万人
�

人 口增加
,

人均资源量减少
,

制约经济的

发展
�

��  � 年
,

全州耕地面积 �� �
�

� 万亩
,

人

均 耕地 �
�

�� 亩
�

� � � � 年耕地面积增加 到

�� �
�

�� 万亩
,

而人均耕地面积减 少 到 � 亩
�

� �   年粮食平均亩产 比 � �  � 年 增 加 �� �
�

�

� � ,

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了 ��
�

�� � �工农业

总产值增长了 �� 倍
,

人均产值只增长了 ��
�

�

倍
�

� � � � 年全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 � ��

元
,

人均社会总产值为 �� � � 元
�

,
�

环境污染

� �   年
,

全州国营和集体企业已达一千

多家
,

工业总产值 � � � �  万元
,

比 � � � � 年的

� �  � 万元增长了 �� 倍
�

乡镇企业从 � � � � 年

的 �� � � 个发展到 � � � � � 个
,

总产值达 � � � � �

万元
�

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
,

生产工艺落后
,

环

境意识差
,

对污染治理不积极
,

污染加重
,

环

境质量 日趋下降
�

� � � � 年
,

全州废水排放量

为 �� � � 万 �
�

其中工业废水 � � ��
�

� 万 �
�

以

� � 废水污染 � � �
,

水体计
〔� , ,

共污染 � �� � �万

�
,

清洁水
�

按每 �
, �

�
�  元水资源费计

,

需

648 万元
.
如果把这些被污染的水恢复到地

面水水质标准
,

按 0
.
1元 /m

3
运行费计算

,

需

2161
.
2 万元

.
不经治理的工业废水排人江河

湖泊
,

造成水生生物的灾难
,

估计全州工业废

水造成的渔业损失达 60 0 万元
.
由于水污

染
,

数十万人
、

数十万头牲畜饮水受影响
,

需

从较远的清洁水源引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又



环 境

是一笔可观的投资
.
全州废气排放总 量 为

35 9486
.
47 万标 m , .

废气中 50
: 16282

.
19t,

烟尘 78 87
.
3t . 固体废弃物 12

.
6 万 t. 其中

冶炼废渣 4 37 万 t,

炉灰 3
.
04 万 t ,

化工废

渣 0
.
7 万 t

,

尾矿 3
.
46 万 t

.
历年工业固体废

弃物堆存量 1” .3 1 万 t ,

占地约 80 万 m 2
.

6
,

自然灾害加重

由于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

对气

候的调节功能变差
,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

弱
,

灾害周期缩短
,

灾情加重
.
据历史记载

,

从 1470 年至 一5 7 0 年 400 年间
,

大面积旱灾

每十年一遇
,

近百年为七年一遇
,

近二十年来

增加为三年一遇
,

甚至出现三年两头旱的现

象
.
60 年代全州年降雨 906 m m

,

70 年代降

为 829 m m
.
80 年初出现连续三年干旱

,

洱

海水位下降了 3
.
34 m

,

巧 万亩农田灌溉受影

响
,

环湖 109 3 眼水井干涸
,

10 万人
、

2 万头

牲畜饮水困难
. 1988 年全州又遭干旱

,

粮食

大幅度减产
.

洪灾危害也十分严重
. 1986 年 10 月上

旬
,

全州平均降雨 202 m m
,

造成山洪暴发
,

径

流倾泻
,

河水猛涨
,

泛滥成灾
.
农作物受害面

积63 多万亩
,

房屋倒塌一万多间
,

损坏堤防
、

渠道
、

公路等五千余处
,

冲毁桥梁
、

仓库
、

电

站
、

渡槽等五百余座
,

直接经济损失一亿元以

上
,

间接损失达数亿元之巨
,

粮食减产 7500

万 kg〔‘, .
1 9 8 7 一 198 9 年局部地区洪灾时有

发生
,

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
据统计

1983一 1987 年五年间
,

全州农作物受旱灾面

积为 24 9 万亩
,

洪灾面积 76 万亩
,

虫灾面积

47 3 万亩
.
如果今后对 自然生态系统不严加

保护和恢复
,

不仅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影

响
,

建国 40 年的建设成果有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被抵消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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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发展生态经济对策

1.控制人 口增长

前几年大理州在计划生育方面对少数民

族实行允许生二胎的优待政策
.
许多人为达

到生二胎的 目的
,

谎报民族
,

加之民族地区重

男轻女旧 习俗顽固
,

多胎率增加
,

人 口猛增
. -

1989 年人 口 自然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3
.
8痴

上升到 16
.
3痴

,

达到 299
.
1 万人

,

比上年净增

4
.
8 万人

.
如按此增长率计算

,

到 2000 年全

州将达到 357
.
3 万人

.
到时人均 占有资源量

将更少
,

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
有关预测表明

,

到 2000 年全世界平均 1 公顷耕地需养活 4

个人
,

我国需养活 垃 个人
,

而大理州达 18 人

之多
.
可见

,

大理州人 口对土地的压力超过

承载能力
.
因此

,

不改变人口增长超越物质

资料增长的局面
,

经济难于腾飞
,

生活水平难

于提高
.

必须从现在起把妇女平均生 育 率 降 到

1 ,

即实行只有 1胎的人 口政策
.
这 样 到

2000 年全州人 口 净减 35
.
1 万人

.
按照

“

控制

我国人口增长的宣传要点
”

的要求计算
,

仅抚

育费和工业就业费就节约 11
.
2亿元

.
如果将

这 11
.
2亿元用于工业或农业投资将增加 3一

4 倍的经济效益
,

同时也将减轻对环境的压

力
.

2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改善生态环境

按 目前全州木材消耗速度计算
,

大约 知

年全州森林资源将消耗殆尽
.
全州的生态环

境也将随森林的消失急剧恶化
,

生态经济将

一撅不振
.
因此

,

必须坚决制止乱砍滥伐
,

毁

林开荒
,

陡坡垦植等愚昧行为
.
大力植树造

林
,

绿化荒山
,

使国土森林覆盖率提高 30 帕

以上
,

山区达 50 一 70 多
,

并且分布均匀才能

较好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ZJ ,

促进生态 经济

的发展
.

如果今后十年逐步将山区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50务
,

增加森林面积 783 万亩
,

以每亩

云南松造林 5元计
,

造林总投资 39巧 万元
.

20一30 年成林后
,

森林贮水约 5
.
2 亿 m

, ,

可灌

溉水田 65
.
2 万亩

.
木材蓄积量为 9600 万 m

‘

( 以云南松计)
,

每亩年采伐 15m
, ,

可伐 11745

万 m , ,

价值 235亿元(以 200 元/m
,

计 )
.
减

少泥沙流失约 l
,

5
00 万 t

,

减少氮肥流失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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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磷肥 2
.
6 万 t、钾肥 20 万 t ,

减少约 , 0 0 0

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
按照芬兰对森林环保价

值与木材价值比例 3 :l 计算
,

则 783 万亩森

林的环保价值 57 6 亿元
.
由于林业发展带动

其他加工业
,

建筑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也是十

分可观的
.

3
.
调整经济结构

,

协调好资源
、

经济与环

境的关系

目前
,

全州面临农业缺水
,

工业缺电
,

资

金短缺
,

物资紧张的问题
t3, .

( l) 工业方面宜发展能耗低
、

资源丰富

的轻纺
、

建材
、

食品加工工业
,

不宜发展能耗

高
、

资源短缺
、

污染严重的造纸
、

化工等工业
.

全州纺织行业拥有一万多名职工
,

年总

产值 1
.
1亿元

,

占全省同行业总产值的 11 外
,

仍具很大潜力可挖
.
全州已探明的水泥用石

灰岩矿总储量 15311 万 t
,

工业储量 13159万
t ,

已探明大理石矿储量约 1亿 m3
.
这都是

大理州发展生态经济的资源优势
.
但是

,

当

前开矿对植被的破坏十分严重
,

造成水土流

失及对景观的破坏
,

降低了风景的旅游价值
.

今后对已开采的矿床必须进行复士
,

恢复植

被
,

改善其生态景观价值
.

大力发展旅游业
.
大理是全国第一批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
,

又是全国 44 个重点风景名

胜区之一 全州现有国家
、

省
、

州级风景名

胜
、

自然保护区 33 处
,

还有许多风景资源待

开发
.
发展旅游业可促进交通

、

邮电
、

饮食服

务
、

工艺美术
、

城乡建设各业发展
,

能增强国

家货币回笼和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
,

吸收大

量非贸易外汇
,

促进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保

护事业的发展
.
到 2 000 年

,

如果交通
、

旅游

设施完善
,

旅游人员达 100 万人次
,

可创收近

1亿元
.

(2) 农业方面 目前
,

在全州农业产值中
,

种植业 占 54
.
7外

,

林 业 占 6. 3呢
,

牧 业 占

20
,

3 并
,

副业 占 17 8关
,

渔业 占 0. 9并
.
可见

种植业 占的比例大
,

其它各业比例较低
,

但潜

力较大
,

而种植业潜力已较小 (人多地少
,

精

耕细作
,

单产较高)
.

如果在全州 455 万亩宜林荒草地中种植

茶园 20 万亩
、

桑 30 万亩
、

核桃
、

梨
、

柑桔
、

板

栗
、

梅各 50 万亩
、

蜜桃 100 万亩
、

苹果 55 万

亩
,

根据大理州茶桑果药站提供的资料
,

从栽

培到产出(3一6年)
,

共投人成本 36
.
9亿 元

,

而年创收可达 47
.
9一61

.
5 亿元 (按现行价计

算)
.
一年收回全部投资还盈余 11 一24

.
6 亿

元
,

其生态效益可达百亿元之多
.
其中种桑

养蚕还可解决农村能源紧缺问题
.
据广西鹿

寨县龙江区六往乡浪洲村经验叭 用桑叶养

蚕
,

蚕沙投人沼气池
.
一户种桑 2 亩

,

养蚕

12 张
,

得蚕沙 2400kg
,

投人 7 m
,

沼气池
,

沼

气产量可供 6 口之家煮饭
、

照明
、

热水等用

途
.
每亩年可得干桑枝 100 0k g

,

非养桑季节

用作燃料
,

克服了乱砍滥伐山林的现象
,

维护

了生态平衡
.
沼渣又是一种优质肥料

,

减少

农田
、

果木施用化肥投资
,

又改善农村环境卫

生
.
所以

,

种桑养蚕办沼气是大理州实现农

业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一条路子
.

全州有宜牧荒草地 83 万亩
,

平均亩产鲜

草以 4O0k g 计
,

鲜草产量 3
.
3 亿 kg

,

用于发展

节粮型畜牧业养牛潜力很大
.
全州宜牧荒草

地可承载 7
.
3 万头

,

不计牛奶及乳制品收人
,

仅以商品牛价值计
,

年创收可达 730 万元
,

并

且为农业提供大量有机肥料
,

又满足了市场

对肉类及乳类的需求
.

全州有水域面积 58 万亩
,

可养殖鱼类面

积 , O 万亩
.
其中湖泊 38 万亩

,

水库 7. 2 万

亩
,

池坝塘 4
.
8万亩

,

加上稻田可养面积 14 万

亩共 64 万亩
.
目前养鱼粗放

、

粗管理
,

单产

很低
.
湖泊仅 8

.
6k g /亩

,

水库 6 k g /亩
、

池坝

塘 39 kg/亩
,

稻田 8 k g /亩
.
根据大理州各种

水域供饵能力计算
,

以上水域单产可 分别提

高到 20
、

4 5

、

2 0 0

、

5 0

、

s 0 0 0 k g
/ 亩
.
如推广科学

养殖达到此一水平
,

则全州鱼 类年总产量和

产值将大大增长
.

林牧渔业按照生态规律发展了
,

将促进

农业及副业的发展
.
山上有林

,

溪河有水
,

农



。
5 碑

.
环 境

田滋润
,

林茂粮丰
.
加工工业相应得到发展

,

促进生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国家财税大大

增加
,

人民生活富裕
,

环境优美
,

灾害减少又

促进了政治的安定团结
.
生态经济的发展意

义极其深远
.

4
.
控制环境污染

,

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目前
,

大理州
“

三废
”

污染虽不算十分严

重
,

但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生态经济损失不小
.

每年国营
、

乡镇企业环境纠纷时有发生
,

影响

工农
、

工群地区之间的团结
.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 护 的 关

系
,

要做到经济发展计划与环境保护计划相

结合;环境规划
、

城市规划
、

农业区划相结合;

工业污染防治与技术改造相结合 ; 防治大气

污染与节能
、

调整能源结构相结合 ;防治水污

11 卷 6 期

染与水资源合理利用相结合等
.
做到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规划
、

同步实施
、

同步发

展
.
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

,

将环境污染控制

到较小程度
,

提高人民生活环境质量和维护

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杜宝汉
,

生态经济 ,
( 3

)

,
5 咚一 , 6( 一9 58 )

.

曲格平
,

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
,

3 21 页
,

中国环琦科

学出版社
,

1 9 8 7 年
.

李汉柏
,

政府工作报告
, 《大理报

》
1 9 8 9 年 斗月 曰 日

.

曹俊义等 , 生态经济
,

(
3

)

,
2 8 一32(1985)

.

张兰生等 , 实用环境经济学
,

中国文化书院
, 主, 8肛卜

.

夏伟生
,

人类生态学 , 1
17 一1 25 页

,

甘肃人民 琳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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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 1959 年 10 月 5 日)

勺
J.
, .
J
, .
J飞.J,、d

‘一二厂Or.Lr.‘r.L
r
t

活性污

许 晓路

系统中酶研究进展

申秀 英 蒋 锦 青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系) (金华七一制药厂) (东阳市环保局)

摘要 细菌和原生动物在污水处理中的作用与各 自的酶活性密切相关
.
细菌对有机质进行分解

, 而原生动物对污

水及细菌进行澄清
, 活性污泥酶活性高则出水水质较好

.
污水 中毒性物质(如重金属 )对活性污泥酶活性有抑制作

用 , 原因是 重金属离子能和酶中的筑基 (一SH ) 结合
.

关 键词: 活性污泥;酶 ;细菌;原生动物 ;有机质分解;城市污水
.

活性污泥法以其适用范围广
、

净化效率

高等优点而广泛应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
.
以

前人们对活性污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应用

性
,

对它的酶研究涉及较少
,

究其原因有以下

三点 : ( l)在 1908一 1931 年间
,

人们试图在

活性污泥中得到
“

澄清酶
” ,

但一直未获成功 ;

(2)在 2953一 1957 年 l’dj
,

人们往活性污泥处

理污水系统中投加酶制剂
,

并未见显著改善

和提高净化能力
〔气 (3)尽管学者们都认为污

水净化
、

污泥消化是由微生物通过自身的酶

起作用而完成的
,

但对于在净化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的微生物种类无定论
.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人
,

酶检测技术为

日趋完善
,

人们对活性污泥中的酶有了较全

面的了解
.
本文将国外对活性污泥系统

‘
}
“的

酶研究现状作一介绍
.

一
、

城市污水中的酶

由于活性污泥法主要处理可生化性的污

水
,

因而我们只叙述城市污水中的酶
.
城市

污水一般由粪便
、

尿
、

厨房冲洗物
、

地表迁流

构成
,

所以我们先对这些成分中的酶作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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