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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小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开县小江流域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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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水库已经开始形成，位于水库腹心地段的小江支流库尾的开县，其消落带面积约占库区消落带总面积的15％， 

而且三面包围新县城，情况极其特殊。本文在“变水害为水利”的思想指导下，主张“以水治害”、“以水兴利”，以新县城周边地 

区的环境及其小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为对象，提出了在三峡库区小江库尾构建“库中库”的环境综合治理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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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开县县情特殊，它是一个五“大”县：即人口大县 

(2002年末 151．1万人)、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90％)、 

移民大县(静态移民I1．96万人，占库区移民总量的 

14．3％)、贫困X~-(axr2年农民人均纯收人 1 226元、 

3o万贫困人 口年均仅 833元、人均财政收人 III、55 

元)、消落带大县(集中连片消落带面积45．17lq ，占库 

区消落带总面积约30 的15％)。 

开县位于渝东北地区。南北长 120 Ion，东西宽 5o 

km，幅员面积3 959km~。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南部 

最低海拔(黄海高程，以下同)134米，北部最高海拔 

2 626米，高差近20倍。全县地貌呈现山地、丘陵、平 

原三种地貌类型，以山地为主占63％，次为丘陵占 

3l％，少量平坝占6％，呈现“六山三丘一分坝”地貌特 

征。 

小江源于大巴山麓，是三峡水库重庆库区万州以 

下水系中(除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干流全 

长 I82．4km，河 道平 均 坡 降 3．7‰，流 域 面 积 

5 172．5 ，其中开县境内面积占全流域面积的77％， 

境内水系主要有长江流域小江支流的东河、南河、浦 

里河三条河流贯穿。三峡水库蓄水后，开县环境问题 

(特别是水环境)相当突出。因此，综合治理开县小江 

流域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势在必行。对流域实 

施以经济与环境并重，实现经济与环境互相协调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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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影响和启示。 

二、开县小江流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一)洪旱灾害频繁 

冬春干，盛夏旱，秋淫雨、湿害重是开县气候的基 

本特征。干旱、冰雹、洪涝、泥石流、寒潮等也时有发 

生，特别是6—8月伏旱与洪涝灾害尤为突出。解放后 

全县共发生旱灾43次，其中伏旱23次，占53．5％；洪 

涝灾害61次，年年都有洪涝灾害发生，甚至一年多次。 

据统计，近3o年来，洪旱灾害平均每年给开县造成粮 

食损失达 1．3亿公斤。 

(二)水土流失与泥沙淤积严重 

根据20世纪 90年代初卫星解译成果：开县境内 

水土流失面积3 043．41 ，占全县面积的76．7％；轻 

度侵蚀 314．27 ，占全县面积的 7．9％；中度侵蚀 

577．87 ，占14。6％；强度侵蚀 886。13 ，占22．3％； 

极 强 度 侵 蚀 1 227．47 ，占 30．9％，剧 烈 侵 蚀 

37．67 ，占1．O％。水土流失的严重恶化，使河床逐 

年抬升，行洪能力下降，通航里程缩短，洪患频繁。据 

资料显示，1958年至 19~o0年间，全县河床普遍升高 2 

米，部分河段高达 3米。南河、东河、浦里河三条主要 

河流的淤积量达7 830多万吨，年均淤积 355万吨。 

(三)水质污染加剧 

根据开县2O00年环境质量报告书，小江(干流)、 

彭溪河(南河与东河交汇口至蒲里河与小江干流交汇 

tZ1)、南河、东河的水质监测状况表明，CODe 、非离子 

氨、挥发酚、总磷及石油类等污染物有大量超标，水气 

污染加剧。 

(四)消落带潜在的环境隐患 

长江三峡建成后，对开县影响最大的是冬、夏两 

季周期性水库水位变化(水位变化幅度-17 一l45米) 

在开县境内出现的45．17 的消落带。由于开县三 

峡水库淹没地带地势平坦，河流比降小，在冬季蓄水 

期，水流流速减慢，水体的稀释扩散能力降低，很容易 

产生泥沙淤积、污染物沉淀、水质下降等问题。当夏 

季库区水位下降时(145米水位)，河道变窄(彭溪河、 

浦里河、南河的水面宽度仅为 24．2米、8．9米、l6．3 

米)，河道内沉淀的各种污染物将暴露在夏季高温中， 

不仅造成景观破坏，更重要的是极有可能产生异臭、 

滋生病菌、寄生虫和蚊蝇，导致流行病发生。 

开县小江流域的四大环境问题均与“水”有关，水 

既是环境保护的重要资源，同时也可成为环境破坏的 

催化剂；水既是流域的重要资源，同时也可成为流域 

污染的流动载体。因此，水是最大的关键因素，开县 

小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和突破口也应是水。 

三、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 

人类现存的生存环境是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 

成的。影响人类环境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即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灾害的客观存在是人类不 

可抗拒的现实，如气候的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等。但 

是，如果人类主动了解自然并认识其变化的客观规律 

性，主动调整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减少或避 

免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一)人类活动与植被破坏 

据资料显示，开县在解放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为 

19．3％，经过大办钢铁和十年动乱，成片森林荡然无 

存。再加上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进行掠夺性的垦 

殖，使原来的青山绿坡变成了荒山秃岭，森林覆盖率 

下降到6．7％，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 

来，人们对森林的砍伐虽然有所减少，但随着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人们生产活动的加大，再加上历史上人 

口政策导致的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1949—2001年全 

县人口从83万增加到 150万)，增大了土地的垦殖率 

和利用率。在开县大于 25度的坡耕地达 50多万亩，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o％以上。近几年随着国家退 

耕还林政策的推广实施，开县的森林覆盖率有所增 

加，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6％，但局部地带的森林 

覆盖率还较低，特别是人口密集的三里河谷地带，其 

森林覆盖率只有 19％，水土流失、河床淤塞、洪旱灾害 

等环境问题依然很严重。 

(二)工业三废、农用化肥、城市生活垃圾的影响 

第一是工业三废。根据开县环保局 2O00年对 46 

家企业的废水排放的监测统计表明，开县工业废水中 

的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三种， 

且排放监测的总量为1 170．61吨，其中悬浮物为 

680．03吨，化学需氧量为488．63吨，石油类为 1．95吨。 

第二是农用化肥。据开县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每年仅水土流失带人河流的氮、磷、钾等物质就达 

22．5万吨。第三是城市生活垃圾。县城生活污水排 

放量按每人300L／d计算，小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按每 

人200L／d计算。2000年开县县城及小城镇生活污水 

排放量可达1 355．59万 ／a。按生活污水中平均含氮 

量每人每年3kg计算，开县仅城镇人tZl每年排放的污 

水中含氮量就达440多吨。 

(三)水库消落带环境隐患 

开县境内出现的大面积消落带对环境影响的直 

接表现可能有：岸边污染带、回水倒流污染、浅水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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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表面沉积污染、积存性污染等形式。如此多的 

环境隐患将在开县高密度人口活动区(县城中心)周 

围年年出现，一旦出现环境事故，特别是流行病、传染 

病等，其影响和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开县的 

消落带问题，将成为开县环境问题的首要问题。 

四、开县小江流域环境整治的对策措施 

开县小江流域的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长江水的 

水质与三峡水库的环境，还关系着其流域范围内的生 

态环境、经济发展及人们的身心健康，更关系着流域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旦出现严重的环境事故， 

必将制约开县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灾难性灾 

害。为避免使小江成为长江干流的污染源之一，实现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开县实际出发，本 

文主张“以水治害”、“以水兴利”，建议以新县城周边地 

区的水环境治理为重点，在三峡库区小江库尾构建 

“库中库”，并同时加强小江流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具 

体建议如下。 

(一)构建三峡库区的“库中库” 

开县消落带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三里河谷平 

原地带，该地带人口密度大、经济相对发达、消落带相 

对集中。当三峡水库水位在 145—175m高程变动时， 

该地带的消落带面积超过 40Iq 。建议在该区筑坝蓄 

水，实施能够具有三峡水库“前置库”功能的“库中库” 

方案，变水害为水利，从根本上消除消落带环境隐患， 

并使“库中库”成为开县城市一大景观。 

“库中库”方案的基本构想是：在小江彭溪河渠口 

段地质结构较好的地段修闸建坝，闸门高 186米，宽能 

行中小型客货轮，并连接闸门修一海拔 170米的漫水 

坝便于排洪，坝体底部建冲沙孔以利冲沙。保证坝内 

常年有一定蓄水量，从而消除包围新县城的消落带。 

形成一个人工湖，雨季山洪暴发时多余雨水可从漫水 

坝经小江下游流人长江，防止湖岸淹没；库内泥沙淤 

积较大时，可开启冲沙底孔排沙。 

由于“县城中心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密度的 

人口分布，确保“库中库”的水质，是湖区城市的首要 

环保任务。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生产和生活垃圾、污水 

的排放标准，高标准建设环境保护设施，保障其水质 

达到近期三类、远期二类水的水质要求。 

(二)控制环境污染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约3 000万 ／a，工业固废产 

生量为35万t／a左右，生活垃圾产生量约5—6万t／a。 

随着开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口增长，如果不采取积 

极的防治措施，其废弃物的排放量将逐渐加大。环境 

问题将更加突出。建议开县以循环经济理念调整现 

有的产业结构，并积极推广实施清洁生产，实现经济 

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加强治理污染源头的同时，对 

生产和生活的污染排放必须进行总量控制，严格控制 

工业企业的排放标准，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及废水的 

排放处理，控制农药、化肥的施用，减少流域的面源污 

染。确保长江水质安全。 

(三)天然林保护与植树造林 

开县的森林覆盖率现为25％，与中发[1998]15号 

文要求的，长江三峡库区要在2o年左右的时间，森林 

覆盖率到45％以上，还差2o个百分点。同时，为保证 

“库中库”方案的顺利运行，减少方案的泥沙淤积，建 

议在绿化荒山荒地的同时，加快城市绿化进程，同时 

减少农村薪柴用量，保护好现有林地，有步骤地退耕 

还林还草。 

(四)建设必要的水利设施 

开县洪旱灾害频繁，除自然气候因素外，其特殊 

的地形地貌和河流分布也是重要的因素。建议在河 

道适当的地方修建蓄洪拦沙大、中型综合利用枢纽工 

程，险要地段修堤护岸或截弯取直。具体项目如下。 

浦里河跳蹬水库：该水库位于蒲里河上游。以防 

洪为主，兼有发电及灌溉等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正常 

高水位251．5m，相应总库容 12 040万 ，正常运用洪 

水标准为100年一遇。电站装机容量2 X 3 750kw，保 

证出力 1 133kw，年平均发电量2 383万 kw·h。 

南河中兴水库：水库位于开县境内南河上游。以 

防洪为主，兼有灌溉及发电等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正 

常高水位226．5m，相应总库容5 400万 ，正常运用洪 

水标准为 5o年一遇。电站装机容量 2 X 750kw，保证 

出力286kw，年均发电量533万 kw·h。 

东河土龙洞水库：该水库位于南河流域温泉镇境 

内，以防洪为主，兼有发电及灌溉等综合利用水利工 

程。正常高水位 286m，相应总库容 14 2130万 ，正常 

运用洪水标准 100年一遇。电站装机容 量 5 X 

4 O00kw，保证出力3 355kw，年均发电量6 252万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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