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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源区水资源问题与防治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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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江源区生态环境变化造成水资源量逐渐减少，水质逐步恶化。要保护东江水源，必须保护流域内阔

叶林和湿地，搞好果园水土保持，治理工业园区和矿山水土流失，按水功能区划发展经济和规划城市建设，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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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状况

东江源头寻乌水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北部的桠

髻钵山，纵贯寻乌县后南入广东，自源头至贝岭水汇

合处 长 %#&-$ ./，流 域 面 积 !+!# ./!，水 资 源 量

!(-$(亿 /(，在江西境内长 %")-$./，流域面积 %0+(./!。

第一支流贝岭水发源于寻乌县北部的基隆嶂，流经

安远、定南县入广东省，至汇合处长 %#%-$ ./，流域

面积 !#!+ ./!，水资源量 !"-&+ 亿 /(，江西省境内长

&+-$ ./，流域面积 % )!& ./!。两水合计流域面积

$%$% ./!，水资源量 ##-$" 亿 /(，其中江西境内流域

面积 ($"! ./!（即本文所指的东江源区），占东江流

域面积的 %(1，占寻乌、安远、定南三县土地面积的

)&-)1。人口 $#-+ 万，占三县人口总数的 0+-!1。

!""( 年，寻乌水水质较好，一般是" 2#类，贝岭水

（定南水）为$类。源区水土流失面积 $00-$ ./!，占

土地面积的 %)-01。

东江源区历史上森林茂密，生态环境良好，由于

人口发展，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忽视水资源保护，致

使水质逐步恶化。!" 世纪 0" 年代寻乌水质为%
类，&" 年代为"类，%&&0 年为#类，!""( 年夏天水质

变为# 2$类。贝岭水水质更差，!""( 年 # 月 0 日

进行调查时，看到的贝岭水部分河段水体是红色的。

河流两岸常常能看到光山、矿渣以及倾倒在河中的

弃土、水土流失严重的果园等，使原本清澈见底的山

区河变成“黄河”、“红河”，有的河段河床抬升了几

米。从目前的开发情况看，如不采取控制措施，水土

流失将进一步加剧，水质有恶化的趋势。

森林资源和水土资源的变化导致生态失调。如

寻乌水流域，%&$) 2 %&+& 年和 %&0" 2 !""" 年 ! 个时

段的各项指标都反映明显，年平均气温上升 "-!3，

而湿度下降；前时段平均雾日为!" 4，后时段则为

%# 4；水灾从平均 ) 年左右 % 次变为 ( 年左右 % 次，

重旱灾从 %# 年左右 % 次变为 %" 年左右 % 次；水生

动物从 %"" 多种减为 +" 多种，水生植物量也大量减

少。贝岭水流域的变化更大。

" 影响水资源变化的原因

#$ 过量砍伐以阔叶林为主的森林，破坏了水源

涵养林。东江源区原有的顶极群落为常绿阔叶林，

经过多年的木材采伐和薪柴砍伐，以及数次不科学

的大规模造林，目前的森林以针叶林和经济林为主，

针叶林约占 +01，而且是幼龄林占大多数，林相稀

疏，蓄积量小，如寻乌水流域有林地的顷均蓄积量仅

为 !(-$$/(，安远也只有 #%-$$ /(，林地缺少多层覆

盖，生物量小，生物多样性被破坏，不能有效地涵养

水源和保持水土。各地非法占用林地、超伐木材、盗

伐森林、盗运木材现象仍然存在。目前森林采伐量

仍不小，如定南 % 年的采伐指标是 ( 万 /(。有的县

建了中纤板加工厂，年耗材 ( 万 /(。据调查，南康

家具生产企业所用的木材（主要是阔叶树）0"1来自

省内，受影响最大的是章江源区和东江源区。

%$ 缺乏湿地保护意识。源区大部分原始湿地

都被开垦为农田，或被占用作道路和其他建筑。一

些水质良好的通河水体改作水质较差的鱼塘，使湿

地净化水质和调节水量的功能下降。%&#& 年后兴

建了几座水库，如斗晏（中型）、东风（中型）等，增加

了一些人工湿地，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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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和群众只知道水库的水可用来供水、灌溉、

发电，不知道湿地可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

因而不予重视。

!" 工业园区水土流失严重。工业园区建设中

的水土保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本上未采取有

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大部分没有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开挖区和填土区都有严重的水土流失。

#" 果业开发中水土保持措施不到位。赣南果

业是传统产业，在过去的开发中，比较注意水土保持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但近年

来，由于开发力度的加大，指导、措施跟进不力，特别

是水土保持措施和经验没有得到全面推广，因此，就

整体而言，赣南果业开发中存在较严重的水土流失，

东江源区也不例外。果业开发坡度太大，如寻乌水

流域果园坡度大于 !"#的约占 $%&，部分从坡脚一

直开到坡顶；抚育时全面中耕，铲光梯田坎坡；盲目

贪大，不科学地强调集中连片，加上硬性规定开发规

模指标等，造成水土保持执法难度大，很多地方出现

毁林种果现象。这种开发不但造成水土流失，破坏

水资源，而且埋下了可能发生生态灾难的隐患。

$" 矿山水土流失严重。东江源区主要有钨矿、

稀土矿、金矿等。改革开放以来，稀土矿开发，尤其

是私营矿主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河床淤积

严重，水库淤塞，如狮子峰水库，’($" ) !%%’ 年实测

淤积量 *" 万 +,，淤积已占库容量的 $-&。矿山的

废水，如稀土矿原地浸矿用的氯化铵、硫酸铵、氯化

钠、草酸、硫酸、盐酸等废水直接排入水域，污染了水

质（包括地下水），人畜不能饮用。有的矿山开发因

没有搞好水土保持，国家或地方得到了少量的税收，

少数人发家致富了，留下的是生态恶化和几千万元

甚至几亿元的治理难题。

% " 公路建设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公路建设是

东江源区的重要建设项目，新公路建设和老公路扩

建绝大部分未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开挖区没

有复垦，填土区没有绿化，尤其是大量弃土直接下

河，使河床严重淤积，影响防洪安全。

&" 城镇“三废”未及时处理。三县乡镇垃圾多

数未经处理，有的居民直接将垃圾倒入溪河中，还有

的乡镇垃圾堆积如山，废水直接排入河道。

’" 农业面源污染较严重。农田和果业普遍使

用农药、化肥，果园和耕地顷均使用农药 !"! ./、化

肥 -%01" ./，难于降解的薄膜顷均使用量达到!! ./，
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水体，是水污染的重要原因之

一。养猪在定南是优势企业，一些企业采取了措施，

建了化粪池、沼气池，但还有不少养猪场的猪粪等排

泄物未经处理直接入河，污染了水体。

( " 森林经营管理不科学，导致林相退化。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林业是以伐木为主，使山区森林锐减；

后来是毁阔叶树，造针叶林，林相单一，是早已“消

灭”了荒山的地区还有 ’-1$&的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之一；毛竹林抚育也存在一定问题，有些承包商的

做法是挖去或砍去竹园中的树木（主要是阔叶树），

同时砍去一部分粗壮的植株作商品用材，保留的植

株“老弱病残”比例大，虽获得了近期经济效益，但远

期经济效益可能逐步下滑，生态效益显然是负值。

) " 领导的频繁更迭造成的短期行动。由于县、

乡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任期短，变动频繁，各届领

导大多不愿注重生态效益和长期经济效益，一般情

况下只上三年内能见效的项目。贱卖资源、以长期

经济效益获取短期经济收入的现象较为普遍。

此外，上游地区保护生态付出了经济代价，但得

不到下游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补偿，也是上游地区领

导和群众缺乏保护积极性的原因之一。

* 加强东江源区水资源保护的对策

东江源区水资源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东江

水的质量，影响到广东和香港的供水安全和经济繁

荣，也关系到江西省在第二个 "% 年能否达到山清水

秀、经济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成败问题。

因此，搞好东江源区的水资源保护势在必行，这也是

落实江西省委“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要求

的基础。近几年，寻乌、安远、定南三县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加强了生态保护和建设，重视水土保持工

作，如减少森林采伐量，关停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和矿

山，发展“猪 沼 果”工程，建设小水电等，对保护生

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要达到东江源区山清水秀

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保护东江要以水资源保护为中心，加强法制化、

制度化建设，以水功能区管理为基础，实现保护与开

发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 保护流域阔叶林，逐步恢复顶极群落。阔叶

林有利于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增加生物多样性，稳定

生态群落。目前凡划为公益防护林的林地和计划作

为公益的林地，应绝对保护阔叶林，禁止采伐阔叶树，

对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进行封育保护和改造。同时要

禁止炼山造林和全垦造林，保护底层植被，争取在 ,% )
"%年内建成以阔叶树为主的森林体系。

," 保护湿地，增强湿地调节功能。要保护好东

江流域的“肾”，保证目前河流两岸的湿地不被侵占，

包括湿地的树草等植物。对于那些产量低、效益差

的部分农田，可退田还河，恢复部分河滩湿地，增加

生物量。对开矿和建设破坏的湿地要集中整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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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尾砂弃土，减轻其对下游湿地的侵蚀。

!" 按水功能区划发展经济和规划城市建设。

水功能区管理是水资源管理的基础，功能区实行排

污总量控制。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污染水资源项目，

必须保持现状水质标准；保留区内的建设项目要严

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进行水资源论证，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首先要保护好东江源寻乌水源头保护

区和贝岭水源头保护区，现状水质为!类，要确保!
类水目标。

#" 果业开发必须搞好水土保持。搞好果园水

土保持是目前工作的重点之一，要全面推广现有的

水土保持成果。"控制连片果园的规模，绝不能贪

大、连片，每片果园一般不应超过 !" #$!，果园之间

至少应有 %"" & ’ """ $ 宽的良好森林隔离带，否则

易造成生态灾难；#严格控制开垦坡度，!%(以上的

坡地原则上禁止开垦，已开垦而且水土流失严重的

坡地应逐步退果还林；$在开垦区坡地采取“头戴

帽，脚穿靴，腰系带”的水保措施，即山坡上部保留

’ )* 的良好植被（乔灌草混交林）作为保护区，保护

区下开挖排洪沟并植草，山脚 % & ’" $ 乔灌草混交

林作为隔离保护带，如果开垦坡长超过 ’"" $，中间

应留 % & ’" $ 的灌草保护带；%严格按等高线修筑

反坡梯田或水平梯田，坎下设竹节蓄水沟；&保护好

园地的草被，冬季清园时梯田坎只能割（砍）草，不能

铲光，春夏秋季要保留梯田面的草被或人工种草（如

马唐、狗尾草、雀稗、百喜草等）；’大力改良土壤，增

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入渗率和蓄水能力；’
多用有机肥，少用化肥和农药，不能使用长效农药。

$" 综合治理矿山污染和水土流失。东江源区

的矿山水土流失主要在钨矿区和稀土矿区，国土资

源和水土保持主管部门要依法办事，敢于执法。业

主必须严格按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土尾砂就

地拦蓄，污水达标排放，开采面恢复植被。对于稀土

矿，原地浸矿比露天开采的水土流失要轻一些，但仍

有可能产生山体滑坡。此外，浸矿液对水资源尤其

是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忽视。因此，目前应禁止使用

硫酸铵浸矿。必须禁止经济实力差、无力实施水土

保持措施的业主开发矿产资源。

% " 筹措东江源保护基金，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为了在保护上游生态的同时，不让当地群众在经济

上吃亏，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和下游地区应拿

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上游生态补偿基金，用于源头地

区的生态建设。同时，应在信息上和技术上扶持这

些地区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好项目，如政府可

引导下游地区的企业到源区办清洁生产的工厂，也

可组织源区的劳动力到下游地区的企业就业，以达

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 加强生态建设，保护生态平衡。为了保护植

被，应大力发展沼气，发展“农 牧 沼”有利于保护生

态，提高农林产品的品质。开发小水电也是减少砍

伐的措施之一，必须防止有关方面对小水电的挤压，

保证水电上网，保护水电价格。广东省的保护政策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借鉴。要加强公益林管理，

公益林只能作为防护林管理，不得将公益林变为经

济林和用材林。必须把国家的补助用到公益林的保

护、建设上，防止挪作他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保持

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之一，要禁止捕猎野生动物，保

持整个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完整性，在公路、铁路、水

利及工业建设中注意留出生物通道。要保护源区的

各种植物，禁止将山里的大树挖出卖到城市作绿化

树，避免在美化城市的同时破坏了山区的生态，在山

里挖一棵树将破坏一片植物，移植到城市成活率还

不到 *"+。

’" 加强舆论监督，对社会实行“三公开”。要保

护好水资源，必须发挥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完善

东江源区水资源和水土保持及生态状况定期公布制

度，使其能反映各时期的水质情况和水土流失状况，

公示各任领导期间水资源状况及水土保持的变化；

#公开各开发项目的各项经济、生态指标，让社会预

知开发项目对水土资源及生态的影响程度，要让群

众了解水工程改制后置换出来的资金用到何处，是

否用在保护水资源、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上；$公开评价每任行政领导在任期间经济指标、生

态指标，让公众评价，并进行公开报道，对于只顾短

期经济效益而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和

污染水资源的要通报批评，促使领导主动关心、保护

生态环境，从而保证东江水达到水功能区划的目标，

确保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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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参加都江堰

建堰 !!-" 周年国际学术论坛

!"". 年 / 月 0 & ’’ 日，河海大学吴中如院士、

吴远副校长、崔广柏教授、彭世彰教授和陈菁教授等

出席了都江堰建堰 !!-" 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围绕

着“人水和谐、持续发展”的主题，与会专家就都江堰

的光辉历程、水利发展、水文化及节水改造等进行了

专题报告，研讨了都江堰永续利用、持续发展的良

策。河海大学专家提交的关于水文化、水资源保护

和高效利用、现代技术应用、管理体制改革等论文被

收录与交流。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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