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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教授

祁士华说，治理水污染，1／3靠技术，

2／3是社会学的问题。他说，现在污染

水的物质至少已达到129种，且扩大

的趋势明显，无机物、重金属、有机

物等，它们可以使生物致病、死亡或

导致基因突变。水污染的治理并不是

尖端科学，除了少部分污水没有找到

好的治理办法外，大部分污水都能治

理。为什么有了技术却治不了水污

染?每个城市都有污水处理厂，有几

个在满负荷运行?污染大户的污水处

理设施，有几个在真正处理污水?它

们成了“展览工程”。这就是法律的、

法规的、管理的问题。法律法规管理

问题不解决好，水污染问题没法真正

解决。其他污染的治理，也是如此。同

黄土高原流失速度比

形成速度快数百倍
口王立彬

我国的黄土高原目前每年流失土层

1厘米，流失速度比形成速度快100多

倍至400倍。

黄土高原在240万年前形成时，每

100年沉积1厘米，黄土最厚处达400

米。水土保持专家说，土壤基本上是一

种不可再生资源。据科学研究推算，在

自然状态下要形成1米厚的土壤，需要

1．2万年至4万年，即形成1厘米厚的

土层需要1 20年至400年。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严重地区，现在每年要流失表土

层1厘米以上，土壤流失速度比土壤形

成速度快120至400倍。

据水土保持部门观测，在黄土高原

常年平均流失的16亿吨泥沙中，含有

氮、磷、钾总量约4000万吨。这就使黄

土地生产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失去生产

能力，从而导致和加剧贫困。水土流失

使坡耕地成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

跑田”，致使土地日益瘠薄，而且使土壤

理化性状恶化，土地的透水性、持水力

都下降，加剧了干旱的发展。

水土流失问题涉及到大面积的自然

破坏，其成因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

方面。其中人为因素是引起水土流失的

主导因素，自然因素是水土流失的潜在

因素。如陡坡开荒会破坏植被，形成“越

广种、越薄收、流失越重，流失越重、越

薄收、越广种”，“种一年地、扒一层皮”

的恶性循环。同

然保护区，1981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 989年颁布《野

生动物保护法》，1 992年签署《生物多

样性公约》，1994年颁布《自然保护区

条例凝Ⅱ现在，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

超过了1900个，占去国土面积的13％。

司堤娆奠竖努力都不琦配延睡—个事实—～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

度丧失!即使是对于我们长期以来～直

在保护的濒危物种和在国家建立起来的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保护努力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根本原

因是保护行动—直被孤立于社会经济发

展之外。保护是保护，发展是发展，两

者之间不仅少有联系，更多的还是对

立。在建立保护区保护白鳍豚的同时，

世界仅存的13只海南长臂猿最后的生

存地——霸王岭保护区内，至今还有近

2000名“伐木工人”正打算种植澳大利

亚桉树养活自己。

保护如果不能有效地融A当地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地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决策如果不能充分考虑生物多

样性保护，再有多少科学研究人员和

保护区管理人员都无助于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和保护。

惟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所有部门，不

仅从事保护工作的环保、林业、海洋等

～座座大坝修建起来，水域污染也更加 部门，还包括经济发展部门如农业、工

严重。在建立保护区保护扬子鳄的同 业、矿产、水利、旅游等等，在制定部

时，扬子鳄魉息地上的农药化肥照常使 门和地区经济规划的时候，都必须充

用，原来相互联系的水网也被开垦。在 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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