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水库移民环境容量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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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库移民环境容量是水库移民工作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

其基本理论是 人类生存条件受环境制约
,

移民环境

容量具有可变性
,

影响移民环境容量的因素的质和量决定移民环境容量大小
。

移民环境容量分析采用宏观定性分析

与微观定量分析相结合
,

以及动态分析
、

主次分析
、

可靠性分析等基本原则
。

水库移民环境容量的理论与方法
,

已在

水库移民安置规划中得到了应用
,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水库移民
,

环境容量
,

安置规划
。

水库移民环境容量是近几年水库 移民工作

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

它不仅是环境科

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

也是提高移民安置工作科学

性 的迫切需要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对

制定移民安置规划具有指导作用
。

移民工作的实

践经验也表明
,

凡是移 民环境容量不够的
,

必然

会产生问题
。

移民环境容量的基本理论

把一个 区域 移民安置 区 在保证 自然生态

向良性循环演变
,

并保证在一定的环境质量下
,

该区经济所能持续供养和 吸收的移民数量称为
“

移民环境容量
” 。

水库移民环境容量所研究的环

境是以水库移民为主体的外部世界
,

是水库移民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

主要从 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来研究
。

人类生存条件受环境制约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
,

又是环境的改造者
。

人

类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
,

从 自然界获取生存资

源
,

然后又将经过改造和使用的自然物和多种废

弃物还给自然界
,

从而参与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过程
,

不断地改变着地球环境
。

人类

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
,

地球环境仍以固有的规律

运动着
,

不断地反作用于人类
,

因此常常产生环

境问题
,

影响人类生存条件
。

特别是 世纪

年代以来
,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
,

人

口数量急剧增长
,

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增

加
,

环境的反作用 日益强烈地显露出来
,

已成为

全世界普遍关心的全球性问题
。

现代科学表明
,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

物质和能量基础之上的
。

当人 口 的增加超过
“

有

效资源
”

自然恢复的临界时
,

就不可避免地进入
“

穷
”

与
“

灾
”

的恶性循环
。

水库移民增加移民安置

区的人 口
,

移民的生存条件受到改变
,

为了保证

移民安置区环境生态良隆循环和资源永续利用
,

所以在考虑安置移民时
,

要研究环境容量
。

移民环境容量具有可变性

一个区域的环境容量
,

并不是不变的
,

而是

与生产力发展状况
、

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要求
、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付能力等有关
。

即影响

环境容量的因素是可变的
。

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变

化
,

影 响环境容量的因素的发展不平衡
,

以及对

移民安置区的人工调控作用
,

也都使得环境容量

是不断变化的
,

要动态地分析环境容量的变化趋

势
。

动态分析环境容量
,

必然要考虑一个区域按

照生态学
“

协同进化
”

原理的动态发展
,

即经济效

益
、

社会效益
、

环境效益 者协调发展
。

移民环境容量是由影响移民环境容量的因

素的质和量共同决定的

一个区域 移 民安置区 的各种因素对环境

容量的影响是通过其质和量两方面来共同作用

的
,

即移民环境容量是由影响移民环境容量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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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质和量共同决定的
。

当影响环境容量的因素

和其数量一定时
,

其环境容量的大小就取决于各

因素的质量
。

作为环境的主体—
人类

,

其 自身素质
、

文

化水准
、

道德标准
、

宗教意识等
,

对环境容量的大

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移民环境容量分析的基本原则

,

宏观定性分析与微观定量分析相结合

环境容量是由一个 区域的各种相关因素共

同决定的
,

对不同库区
、

不同区域的各种因素难

以完全定量
。

因而
,

在进行移民环境容量分析时
,

宜采用宏观定性分析与微观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原则
。

宏观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研究资源状况 数

量与质量
、

移民特点与人地关系
、

生产力发展水

平
、

经济水平
、

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分析
,

研究移

民安置区环境容量
。

微观定量分析
,

则是通过对经济
、

资源
、

环境

等多 个指标
,

按照移民的生产生活要求进行分

析
。

动态分析

社会
、

环境
、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

地发展变化
,

移民生产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
,

但

这两方面的发展速度并不一定是同步的
,

因而需

要对不同典型年份的移民环境环境容量进行分

析
,

研究移民安置区能持续供养的移民数量
,

即

动态分析移民环境容量
。

 主次分析

移民安置区是一个生物系统
、

自然环境系统

与人工调控系统相互作用
、

相互依存的复杂系

统
,

影响移 民环境容量的因素较多
,

有些因素对

环境容量的影响还难以描述
。

而且
,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

对这样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认识是不断
深入的

,

影响移民环境容量的各因素间也是相互

作用的
。

这就决定我们在进行移民环境容量分析

时
,

要抓住每个移民安置区中影响环境容量的主

要因素
,

分清主次
,

分析主要 因素对环境容量的

影响
。

 可靠性分析

移民环境容量是直接用以指导移民安置规

划的
。

移民环境容量分析得正确与否
,

直接影响

移民安置区规模大小
,

也关系到移民安置成功与

否
。

而移民环境容量涉及到的因素很多
,

错综复

杂
,

各个指标
、

数据都是难以精确测定的
,

我们对

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环境容量的影响

关系与程度也难 以定量分析
,

同时我们也无法预

知未来社会
、

经济
、

环境
、

生态的精确变化
。

因此
,

对移民环境容量要作可靠性分析
。

移民环境容量的计算方法

在宏观定性分析移民安置区移民的可行性
,

确定移民安置区环境容量影响的主要因素的基

础上
,

可依下列方法与步骤进行移民环境容量的

计算

根据宏观定性分析
,

建立移民安置区环

境容量微观定量分析的评价指标体系
。

设 耐个

指标
。

根据安置区与淹没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和工程施工进度等情况
,

确定各安置区的规划水

平年和动迁年份
。

设规划水平年分别为
,

、

。 ,

且动迁年份
。

为基准年
,

则 角 一 一
,

及一
。 , ” 一 一 瓜

,

式中
,

表 示规划水平年距

基准年年数
。

根据移民安置区的规划 生产发展规划
、

基础设施规划
、

水源规划
、

居民点规划等
,

确定

安置区各环境容量评价指标在各规划水平年的

总量
,

设
, ,

卜
, ,

⋯
,

一
, ,

式中
,
氏。表示第 个指标在第 个规划水平年的

总量
,
表示第 ￡个指标 表示第 个规划水平

年
。

根据安置区和淹没区所在地 区国民经济

发展状况及规划
、

生态环境的要求
,

以及移民的

生产生活水平等情况
,

确定移民生产生活所要求

的各规划水平年的人均指标
,

作为环境容量分析

的基本指标
。

设
、

。。 坛
, ,

⋯ 饥
,

少一
, ,

式中
,
。 ,
为第 ‘个指标在第 规划水平年所要求

的人均指标值 坛
,

夕含义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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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指标在各规划水平年的环境容量 容量值
。 。

制约值 “

一 件心 斗
一

”〕

一赘
,
乞一 ‘

, ,

一
, 一 ‘

, ,

,

式中
,
。夕为第 指标在第 规划水平年的环境容

量制约值
。

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

设 移民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
, ,

则可 按照

下述公式计算出动迁年份移民安置区移民环境

, ,

⋯
,

夕一
, ,

式 中
, 、, , ,

夕
, , ,

含义同上
。

表 中
,

己,

表示对于第

指标第 规划水平年环境容量制约值 气相对于

基准年
。

的环境容量值
。

上述全部过程可用表 进行计算
。

表 环境容量计算表

指标

一一一一
‘

乙

当年 器
爪

一 ”
一

一
一

基准年 一 不
书

气不⋯ 而、一

、 了 尹

卜耐

〔谕

尹

口

一 一一
秒 溉

口

一—砂 忽
州

尹
“

十 尹 。

摊

护

基准年环境容量
刀 一

,
加 扭

,
碑

,

⋯
,

‘ , ,

心
,

〕

移民环境容量在移民安置规划应用中的几个

问题

移民环境容量的概念
,

丰富了制定移民安置

规划的科学依据
。

水库移民工作的经验表明
,

凡

是移民宝置达到 长治久安
,

没有遗 留问题
,

或者

遗留问题较少的
,

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移民安置

区的环境容量比较富余
。

移民环境容量在移民安

置规划应用中要考虑 以下儿方面

峨 移民安置规划中要贯彻的原则

最大绿色覆盖 绿色植被是涵蓄水源
,

防止土壤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 因素
。

绿色植被指森林
、

草地
、

农田等的绿色覆盖状况
,

其中
,

森林覆盖状况是关键
。

据研究
,

有效抗洪的

森林覆盖率为 一
,

按照全 国林业规

划的要求
,

森林覆盖率要从现在的 提高到

年的 以上
,

不同地区有不同要求
,

高山

区的森林植被应保持在  以上
,

高原丘 陵区

应保持在 以上
,

低 山浅丘区应保持在  
,

平原和盆地农林区不少于
。

因此
,

在移民安

置区建设中
,

要搞好绿化建设
,

提高覆盖率
。

最小土壤流失 所谓
“

最小土壤流失
”

原则
,

就是水土流失不带来生态功能或经济功能

下降 或者是在单位面积上因某种程度的流失量

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

必须小于或等于治理此流失

程度所需的经济投资
。

资溉永续利用与生产持续发展 对土

地资源
、

水资源
、

森林资源等要做到开发与保护

并重
,

合理开发
,

要采用先进技术
,

进行深度 开

发
,

要使经济
、

社会
、

环境 者协调发展
。

要做到

这些
,

还需要做好智力开发
,

普及科学知识
,

提高

移民素质
。

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
,

还需要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才能做到资源永续利用
、

生

产持续发展
。

、 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战略 农业是我国

的基础产业
,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

农业的稳

定发展是经济稳定
、

政治稳定
、

社会稳定的基础
。

同时
,

水库移民的生产技 能王要是农业 生产技

能
,

移 民安置区的农业稳定发展了
,

移民的温 饱

问题解决了
,

移民安置区就基本稳定了
。

困此
,

在

进行移民安置时要坚持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战略
。

移民安置规划要紧密结合国家的法律
、

法令与方针
、

政策 水库移民系统是一个社会
、

经济
、

环境
、

生态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
。

它受到 国

家法律
、

法令
一

与方针
、

政策的约束
。

因此
,

水库移

民安置规划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
、

法令与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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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才是可行的
。

移民安置区资源的开发前景是移民环境容

量的基础

移民安置 区资源 土地资源
、

水资源
、

矿产资

源等 是移民环境容量的基础
,

也是我们进行移

民环境容量分析工作的基本依据
。

资源往往具有

类型的多样性和用途的多样性
,

但由于移民安置

区的条件所限制
,

能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资源并

不多
。

有些劣质资源
,

至少在 目前的技术经济条

件下还难以利用
。

资源的质量主要包括资源的适

宜性和限制性
,

是影响资源生产力和移民环境容

量的重要方面
。

移民环境容量的分析要与移民安置区所在

地区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

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了移民安置区

所在地区在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 目标
,

移民安

置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其所在地区的

社会经济发展
,

只能是协调一致
。

因此
,

在进行移

民环境容量分析时
,

要与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规

戈协调一致
,

才是切实可行的
。

要重视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

移民环境容量的分析与计算依据于社会
、

经

济
、

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现实资料和历史资料
,

基

础资料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了移民环境容量分析

的准确性
。

因此
,

要十分重视基础资料的收集
、

整

理
,

按照环境容量分析的单元
、

时间
、

内容进行加

工
、

分析
。

结论

移民环境容量是水库移民学的重要内容
,

是

指导水库移民安置规划的理论工具
,

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本文对水库移民环境容量

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阐述
,

提出的移民环

境容量分析的基本原则和计算方法
,

可操作性

强
,

已经在贵州东风水电站
、

广西 贵港航运枢纽
、

广西长洲水电枢纽
、

青海公伯峡水电站等大中型

水利水电水运工程的水库移民安置规划中得到

了应用
,

取得了满意效果
。

当然
,

水库移民环境容

量的理论与方法是水库移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间题
,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探

索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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