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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人口 与 自然资源的关 系

张 迪 祥

一
、

人 口与土地资源 有耕地 亿亩
,

占全国的 肠
,

由 于 山

土地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主要空间 区面积广大
,

其垦殖指数为 肠
,

可耕地

场所
,

是 社会 存 在和发 展的 自然基础
。

一 后备资源非常有限
。

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资源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 除耕地外
,

长江流域其他各类土地资源

优劣
,

直接关系着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

据统 包括 森林 亿余亩
,

接近全国的玲 草地

计
,

在长江流域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 上
,

亿余亩 仅指草山草坡
、

不包括青藏高原

山地面积约 占 肠
,

高原约 占 呱
,

盆地 草场
,

约 占全国草山草坡面积的 肠 淡

约 占
,

丘陵和平原各约 占 肠
。

这里 水面积 亿余亩
,

约 占全国的 肠
。

长江流

高原仅指高原面较完整的部分
,

包括青南高 域主要省区各类土地资源数量及人均拥有量

原
、

松潘高原
、

甘南高原
,

恰当我国地势的 可参看表
。

第一级阶梯
,

如再把川藏高山峡谷区及云贵 由于耕作空间的有限性
,

随着人 口 的增

高原计算在内
,

高原面积约 占流 域 面 积 的 长
,

长江流域拥有的耕地 正 不 断减少
,

目

肠
。

土地组合中
,

山地和崎岖不平的高 前
,

全流域人均耕地仅 亩左右
,

四川
、

湖

原面积广大
,

这对长江流域土地利用的制约 南
、

浙江
、

上海人均皆在 亩以下 近据报

是相当大的
。

据有关资料计算
,

长江流域现 道
、

湖北省人均土地也已经降至 亩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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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人 数为 年年中数 ②括号内为估计数 ⑧草地中未包括高原草场 ④淡水

水而系 年之各省市统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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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还可看出这样一个间题 即如就

耕地资源相对拥有量来评价
,

则关于长江流

域土地资源东缺西丰的说法显然 是 不 确 切

的
,

东部固然紧缺
,

但西部也 并 不 多
。

据

年资料
,

各省市区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

拥有的耕地数分别为 云 南 亩
、

贵 州

亩
、

四川 亩
、

湖北 亩
、

湖南

亩
、

江西 亩
、

安徽 亩
、

江苏 亩
、

浙江 亩
、

上海 亩
,

人多地少的矛盾

不论是在下游还是中上游都十分突出
。

长江流域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土地资源
,

包括森林资源
、

草地和草场资源
,

西部比于

东部确实较为丰富
,

其可利用的后备土地资

撅 包括 亿多亩宜林地和少量可耕地 也

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比较
,

我国土地资源

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农业用地绝对面积大
,

而

相对面积少
,

长江流域也不例外
,

土地资源

的相对短缺是长江流域人 口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因素 见表
。

表 长江流城与全国及世界土地资娜比较

李麟墨谴鹭
耕地

·

’ ,
·

”
·

’
·

“ ’ ‘
· ·

“‘

蔓竺‘包摇肇场
·

。 ‘ 一

⋯
,

。

⋯一 ⋯一
巴竺匕 匕

一

上翌少生生匕旦匕土兰男
资料来源 士地资源数量据 《中国统计年鉴 》

注 为便于比较
,

人 口数均取 年年中数
。

为 了估算一个国家 或地区 可 以给多

少人 口提供食品的理论数字
,

年
, “

联合

国粮农组织在关于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供养

其人 口 的潜在能力 》的报告中
,

把 土 壤 类

型
、

气候因素和各个不 同程度的农业投资联

系在一起
。

现在
,

如果我们在长江流域人 口

与土地资源关系的研究中
,

也把这些因素联

系起来考察
,

则不难发现
,

这种关系的趋势

是很复杂的
。

长江流域地处北亚热带和中亚

热带
,

热量丰富
,

且因得季风的润泽
、

降水

充沛
,

水热资源的丰沛以及它们的良好配合

关系
,

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 口的繁衍提供

了优越条件
,

被生态学家们称誉为世界的一

块宝地
。

但是
,

由于季风气候下水湿条件多

变
,

洪涝和干早成为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环境

中的两大障碍因子 加之
,

长期来人 口总盈

膨胀
,

农业资撅的社会豁求盘大幅度上升
,

造成了对自然资撅的大规模无秩序的开发
,

致使资源本身遭受极大的浪费 和 损 耗 目

前
,

长江流域一方面植被破坏严夏
,

水土流

失加剧
,

早涝灾害的颇率 有 增 无 减 另方

面投入不足
,

地力减退
,

耕地侵 占亦得不到

控制
,

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之间
,

出现了

严重失调
。

因此
,

深入研究土地资源的数

与质量变化
,

合理地进行开发利用与治理保

护
,

从而保证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
,

是一个

必须引起全流域人民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

二
、

人口 与水资源

水资源通常指逐年可以得到更新的那部

分淡水量
,

其丰歉程度决定于水分的收入与

支出状况
。

一个地区的年降水童扣除年燕发

量以后的部分
,

便是年径流量
,

年径流 可

以反映一个地区水资源的丰歉程度
。

长江流

域多年平均总径流量为 亿立方米
。

其水

量之丰富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刚果河
,

居世界

第三位 见表
。

长江流域地下水补给里每年约 亿立

方米
,

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 转 化 重 复

量
,

流域内水资源总量为 亿立方米
。

这

样
,

长江流域按人 口平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为

立方米
,

较全国平均水平的 立方米

为高
,

而仅及世界平均水平 。。立方 米 的

均按 年年中人 口数计算
,

可见由

于人 口多
,

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相对数 也是

不多的
。

再从每亩耕地拥有水资源数量看
,

长江流域为 立方米
,

为全国 平 均 水 平

立方米 的 倍
,

并高于世界平均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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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长江及其主共支流年径流 一。

水 系

长 江 上 游

崛 沱 江

嘉 陵 江

乌 江

长 江 中 游

洞庭湖水系

汉 江

鄙阳湖水系

长 江 下 游

太 湖 水 系

全 流 域

面 积

万
’

、

年 径 流 均 值 不 同 频 率 年 径 流 亿
’

亿 ⋯ 变差系数 肠 肠

‘

呱 肠

⋯⋯⋯
。以‘连︸八乙甘,曰八乙内舀月肠﹄八盯

、胜‘

,白‘工

平 立方米
。

应该指出
,

长江流域的径流量主要由降

雨补给
,

而由于季风活动的影响
,

流域内降

水变率较大
,

因而水资源的保证情况受到一

定影响 见表
。

再从全国看
,

径流资源

的空间分布很不平衡
,

如长江流域径流盆占

全国的 呱
,

而耕地面 积 仅 占全 国 的

嗬 与长江流域毗连的黄淮海平原径流

只 占全国的 肠
,

而耕 地 却 占全 国 的

呱 亿亩
。

目前
,

华北地区 工 农

业生产用水短缺的矛盾已很突出
,

因此
,

南

水北调势在必行
,

人 口压力将通过水资源的

重新分配传播到长江流域
。

据 年统计
,

长江流域农业用水量为

亿立方米
,

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 亿立

方米
,

总用水量为 亿立方米
。

另据预测
,

到 。。年
,

我国农用水年递增率为 帕
,

城市和工业用水年递增率为 肠
,

按此
,

届时长江流域两项需水 立方米
,

年人平

用水量 立方米
,

约相当于 目前多数发达国

家年人平用水量的一半
。

总的讲
,

在加强水利

工程规划建设
、

控制人 口增长的情况下
,

长

江流域水资撅对于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用

水有保证
,

并可有部分调剂北方之不足
。

对水资源的探讨
,

还有一个与资源数量

同样重要的问题
,

这就是水质间题
。

年代

中期以前
,

长江流域夭然水质 良好
,

各项监

测数值反映
,

值适中
,

离子总数 不 高
,

矿化度中等
,

为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提供

了良好的水源
。

但近年来
,

随着流域内工农

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一是城镇向长江水域排

放的废污物迅速增加 二是在城镇点污染以

外广大地域的面污染
。

年代后期
,

城镇排

入长江的废污水量每日 为 万 吨
,

而 目

前这个数字已增加到 。。万吨以上
,

即每年

倾入长江的废污水已达到 多亿吨
。

面 源

污染主要有农药
、

化肥
、

酸雨及水土流失挟

带的氮
、

磷等植物性营养物质
。

长江流域农

药使用量相当高
,

年用量在 万吨左右
,

其

中太湖流域亩均使用量高达 公斤
,

洞庭

湖地区次之
,

亦达 公斤
。

化学农药中的

有机氛
、

有机磷化学性质稳定
,

在自然环境

中不易降解
,

能在生物体内积累
,

对环境影

响较剧
。

由于受到这许多污染物质的危害
,

长江水质趋于恶化
,

流域水体已受到不同程

度的污染
,

在干流一些城市江段形成明显的

岸边污染带
,

据不完全统计
,

其累计长度已

超过 公里
。

上海
、

镇江
、

南京
、

九江
、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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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

岳阳
、

重庆
、

攀枝花等江段水质监测资料

表明
,

皆有污染物超标
,

最高超标达 倍
。

表 的资料反映了长江流域主要省市废水排

放及处理情况
,

可供参考
。

水质优劣是衡童水资源对人类和生态系

统价值的极为重要的指标
,

优质水体是生态

系统良性循环的标志和结果 而劣质水体则

愈味着生态系统失调
,

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

限制 因此
,

加强长江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

护
,

是关系到全流域经济振兴
、

人 民群众和

子孙后代身体健康的大事
,

必须引起各地各

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

必须依据国家环境保护

法
,

制定地区性水质保护法规
,

提出区域性

环瑰目标
,

依法加强流域水污染监督管理和

综合防治
。

表 长江旅城主耳省市班水排放及处

工愉况 年 单位 万吨

废废水扫卜放 ⋯废水中工工 工业废废 工业废废
总总 量 业 废 水水水 处处水 达达

理理理 量量标 量量

, “ ,

一
一

三
、

人 口与矿产资橄

长江流域地下矿藏十分丰富
,

形成了许

多著名的金属矿带
。

在 年出版的 中国

矿产志略 》中就论述过长江 以南矿床区域分

带现象间题
,

分出汞带
、

锑带
、

铜铅锌带和

锡 钨 带
。

目前
,

已知长江流域重要的成

矿区 带 有 南岭钨锡矿带
、

赣东北斑岩铜

矿带
、

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带
、

湘黔锑矿带
、

黔川湘桂汞矿带
、

三江 金沙江
、

澜枪江
、

怒江 多金属成矿带
。

据统计
,

长江流域已

探明的矿产共 种
,

占全国探明矿产 种 数

的 帕
,

资源的广泛分布
,

为本区矿业和工

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长江流域主要矿

产资源情况如下

铁矿资源丰富
,

在全国七大片铁矿区中

占三片
,

它们是攀枝花 探明 储 量 亿

吨
,

长江中下游 亿吨
,

邻西

亿吨
,

其它中小型铁矿遍布各省区
,

资源

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于长江沿岸地区的格

局
,

有利于建设大中小结合的钢铁工业体系

特别是建设沿江钢铁工业走廊
。

但是长江流

域也同全国一样
,

铁矿资源具有贫矿多
、

富

矿少
,

伴生共生矿多
、

单一矿少等特点
,

给

选矿冶炼带来不少困难
。

目前长江流域中下

游地区钢铁企业不仅能源需从区外调入
,

就

是铁矿石供应亦感不足
,

所以需要利用部分

进 口富矿
,

才能满足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
。

锰矿也是如此
,

江西乐平
、

湖南湘潭
、

贵州

遵义皆有大型锰矿
,

但品位都不高
,

加以矿

石结构复杂
,

嵌布粒度细
,

难选
,

加上过去

对锰矿不够重视
,

选矿研究工作做得较少
,

以致选矿问题未获解决
,

故产盘质量都上不

去
,

冶金用锰资源已显紧张
,

预 计 本 世 纪

末
、

下世纪初
,

冶金用锰资源的保证程度只

有 呱左右
。

长江流域矿产资源的优势是有色金属和

非金属矿物
,

其中探明储盈居世界首位的有

色金属有锡
、

鸽
、

锑
、

钦
、

锌
,

探明储 占

全国 帕以上的有锡
、

钨
、

锑
、

钦
、

饥
、

汞

等
,

占 、 肠的有铅锌
、

铜
、

铝
、

铂等
,

并有丰富的镍
、

锐
、

担
、

稀散金属和稀土金

属矿
。

在全国或在世界 占有重要地位的非金

属矿有磷
、

硫化矿物
、

石青
、

石棉
、

石墨
、

云母等
。

总的看来
,

长江流域矿产资源条件好
,

州

海苏江徽西北南川州南计上江浙安江湖湖四贵云合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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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矿产中多数都具有优势
,

特别是具有良

好的找矿条件和开发前景
,

除个别矿种不能

满足国民经济需要外
,

一般都有 很 大 的 富

余
,

如钨
、

锡
、

铂
、

汞
、

锑都是传统的出口

产品 缺口 较大的矿种包括钾盐
、

金刚石
、

格铁矿以及贵金属铂等
。

长期以来
,

我们对矿床地质经济研究非

常薄弱
,

对矿床的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研究不

够重视
,

缺乏对各矿种资源的 系 统 分 析
,

成矿预测研究与资源远景予测常常分家
,

对

矿产资源利用程度也缺少研究
,

致使资源利

用程度低
,

不少矿产已探明储量的平均利用

率不到 肠
,

长期不能利用的呆矿多
,

近期

可利用的资源却不足
。

已生产的矿 山资源浪

费也很大
,

采富弃贫
、

采厚弃 薄
、

回 采 率

低
,

不重视对共生伴生矿的综合利用
,

不少

矿 山的探明储量金属实收率只有 肠左右
,

约有 肠左右本可回收的金属白白丢失
。

非

金属矿床的资源损失更严重
。

据有关部门统

计
,

我国主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仅为世

界主要矿产的 、 肠
,

长江流域当亦不会

例外
。

年以来
,

国家允许集体 和 个 人 开

矿
,

这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

实现农业就业

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有着重要意义
。

但同时

也带来不少间题
,

主要是乡镇企 业 管 理 棍

乱
,

缺乏科学合理的开采
,

滥用和破坏自然

资源的现象屡屡发生
,

不仅降低 了 经 济 效

益
,

同时又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

针对上述情况
,

今后急须做好矿床技术

评价工作
,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

根

据资源特点
,

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战略
,

以

求得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环境效益的辩证

统一
。

四
、

人 口 与能派资派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

中心
,

但能撅矿物处于劣势
,

需 从 北 方 调

入
,

近年来
,

仅原煤的调入量就 已达 。。。万

吨以上
。

表 提供的资料可反映长江中
、

下

游严重缺能的情况
。

表 长江上中下游取操产 与能派消费

地地 区区 原煤产量量原煤产量量能源消耗量量 工业总产产
万吨 占全国比比 万吨标标 值占全国国

重重重重 帕 准煤 比重 肠

上上 游游

中中 游游

下下 游游

合合 计计

注 上游包括云
、

贵
、

川三省
,

中游包括湘
、

鄂
、

赣三省
,

下游包括皖
、

苏
、

浙
、

沪三

省一市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年
,

我国能源消耗量为 亿吨标

准煤
,

到本世纪末
,

将增加到 、 亿吨

标准煤
,

每年递增 、 肠
。

按 此 推

算
, 。年长江流域的能源消耗量将由

年的 亿吨标准煤增加到 、 亿 吨

标准煤
。

届时
,

按能源消费结构 中煤 炭 占

肠计
,

需 、 亿吨标准煤
,

设 使 自
“

七五
”

至本世纪末长江流域原煤产量翻一

番
,

达到 亿吨 相当 亿吨标准煤
,

尚

须调入近 亿吨原煤
,

能源缺 口之大可见
。

再从电力供求情况看
, 日 年全国消费

电力 一 亿度
,

到 年按 亿度计
,

年递增率为 肠
。

按此
,

长江流域 年

消费电力量为 亿度
,

到 年需电童

当在 。。亿度以上
。

另据有关资料 ① 自 年到 。。年的

年中
,

华东
、

华中
、

西南三区电力需求将由

亿度增加到 亿度
,

共需增加电力装

机 。。。万千瓦以上
,

以华东的需要量最大
,

华中次之
,

西南最少
。

到本世纪末
,

华东华

中两区要求增加的发电量为 亿度 见表
,

而两区可能提供的火电用煤仅 、

万吨
,

可发电 、 亿度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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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要寄希望于火电
,

则实必要从区外大量

调入煤炭
,

这无论是开采还是运输
,

都不是

件易事
,

故从长远考虑
,

唯有开发长江丰富

的水能资源才是上策
。

表 长 江 流 城 电 力 负 碑 及 袭 机 水 平

年 实际

酥一
,一,‘‘一暇‘

碧 电
亿度

量 装
’ 万醛

机 需电量
亿度

年

最大负荷
万甩

装 机
万甩

需电量
亿度

年

最大负荷
万冠

装

⋯
一浙

华中区包括豫
、

鄂
、

湘
、

赣
,

西南区包括云
、

苏皖括包区东华五尤区力
。

电川照
、

按资息

长江流域可开发水能资源 为 亿 千

瓦
,

占全国的 肠
,

如果全部开发利用起

来
,

每年可发电 万亿度以上
,

相当于每年

节约火电用煤 亿余吨
。

目前
,

长江流域各

水电站发电量约仅相当于长江水能可供利用

程度的 肠
,

潜力还非常巨大 根据有关部

门规划
,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
,

我国将有计

划地开发建设十个大的水力发电基地
,

每个

羞地兴建若干座大型水力发电站
,

形成水电

站群
。

这十大基地有七个在长江流域
,

它们

是 长江上游水电墓地
、

金沙江水电墓地
、

雅着江水电基地
、

大渡河水电基地乌江水电

墓地
、

湘西水电基地以及闽浙翰 水 电 基 地

一部分在长江流域
。

当然它们不可能在

本世纪末全部建成发电
,

但到本世纪末将有

几十座大型水电站和一批中型水电站建成
,

预计可新增发电设备容量约 。。。万千瓦
,

所

以长江流域能源间题的解决是有希望的
。

应该指出
,

上面所探讨的仅是城市和工

业用能源问题
,

长江流域还有近 亿人 口居

住在农村
,

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用能源

资十分短缺
,

农民用木材树枝
、

庄稼桔杆
,

甚至草根作为基本燃料
,

成为对自然生态系

统的巨大破坏力量
,

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

综上所述
,

解决长江流域能源间题
,

须

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
,

由于受着 自然规律的制约
,

江南

缺煤
、

少油
,

北煤南运
、

北油南运是不可避

免的
,

必须很好地加以规划和组织
。

第二
,

努力改变长江流域的能源结构
,

大力开发水电
,

增加水电比重
,

是变劣势为

优势
,

解决长江流域能源间题的根本途径
。

第三
,

重视农村能源间题
,

农村能簿曦

缺
,

农民的生活用能无着落
,

必 须 高 哈 远

瞩
,

根据农村的资源条件
、

技术条件因地制

宜地予以解决
,

如兴办小水电
、

小煤窑
、

开

发太阳能
、

发展沼气
、

营造速生薪炭林等

农村能源间题的解决
,

牵系着农村环境整治

的成败
,

因为只有在农民生活用能源有保证
的情况下

,

才能实行封山育林
,

保护自然植

被
,

实行桔秆还田
,

保护农田生态系统
。

注释

①潘广哲 《开发治理长江概况及规划的轮廓

设想 》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油印资料
。

资任编扭 徐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