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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141.htm 生态环境专题： 人口问

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使人类的生存前景似难以为继,令人

担忧,尤其是生态问题。虽然,自从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人类追求

文明与幸福的理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柄

双刃剑,正当人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沾沾自喜时,

却不知不觉地步入了自己挖掘的陷井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 问题： 1．空气污染。

煤和石油等在燃烧的过程中,生成硫的氧化物和氮的氧化物等,

排放到空气中经过一系列反应形成硫酸和硝酸,这些酸性物质

随着降水等回到地球的表面而形成的酸雨.煤、石油等燃烧使

硫、氮等发生氧化作用,消耗空气中极富活性的臭氧,再加上作

为超制冷剂、烟雾剂、杀虫剂原料的氟利昂也会降解臭氧,使

大气中臭氧量减少,太阳紫外线能更多地穿透到大地,人类正逐

渐失去臭氧层对生命的保护.工业气体排放物,尤其是化石燃料

燃烧时排放的气体进入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的

大规模变化等。 2．森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林草覆盖率低。

省内森林主要分布在秦岭、巴山、关山、黄龙山和乔山5个林

区。五个林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4%,而森林面积占全

省森林面积的78%,森林覆盖率达到51%；其余地区的土地面

积占全省的56%,森林面积只占全省的22%,平均森林覆盖率只

有11.3%。最突出的表现在陕北黄土高原区，表土植被稀少，



林草覆盖率更低，大面积的裸露黄土，受日晒、雨冲、风蚀

，流失极为严重。且现有森林多数为天然次生林,林分质量差,

生态功能低。现有草场以天然草场为主,占草地面积的69.1%,

并且退化严重,产草量下降。 3．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极

为严重。目前。在全省10.75万km2水土流失面积中，中强度

以上水土流失面积4.2万km2。从区域分布看,陕北、渭北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在黄河中游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中,该区域就

有48个县。全省年输入黄河、长江的泥沙量达9.2亿吨,占全国

江河输沙总量的1/5,其中入黄河泥沙8亿吨,占三门峡以上地区

输沙量的50%。全省70%的人口和80%的耕地处在水土流失区

。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壤肥力持续降低,土地承载能力降低,

河道泄洪能力降低,直接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影响了我省经济的发展。 4．土地沙化、荒漠化问题十分

突出。陕西是我国北方沙漠化分布较广的省区之一, 风沙区年

输沙模数为500-5000t/km#8226.a。沙地绝大部分分布在陕北长

城沿线地带,属毛乌素沙漠的南缘。现有沙漠化土地36.3

万hm2,其中中强度以上沙漠化土地22万hm2 (包括流动沙

丘14.5万hm2),盐漠及重盐碱地1.3万hm2。治理任务艰巨,难度

越来越大。 5．水资源严重短缺，且地区分布不均。陕西水

资源总量442亿m3，居全国第18位。人均占有水资源量1240

m3，是全国人均量2300 m3的53.9%；耕地亩均占有量574 m3

，是全国平均占有量1300 m3的44.2%。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

均，特别是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关中地区，水资源总量仅

有73亿m3，人均410 m3，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6。据测算

，目前全省年缺水量25亿m3，给工农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很

大的不利影响。 6．自然灾害频繁，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陕



西是一个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十年九

旱，洪水与旱灾交替发生。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前的320

年中，共发生旱灾131次，平均3年1次，建国后也是三年一大

旱两年一小旱。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

，降水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干旱相伴的是，洪水灾害也

频繁发生。建国以来全省各地发生的大的暴雨洪水灾害近20

次，特别是1998年水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原因： 1

．群众长期以来沿袭过去那种挖山种地、广种薄收、超载放

牧等传统生产方式，只考虑眼前，没有考虑后果。这样不仅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反

而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了“越穷超垦、越垦越流、越流越

穷”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 2．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区，由于一些地方

存在着只顾眼前利益，不计长远利益的心态，导致对大自然

的无休止索取和掠夺式开发，造成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3．

传统粗放的耕作方式，只种地，不养地，只索取，不投入，

只垦地，不护地，“种一年地，扒一层皮”，导致水土流失

严重，土地承载能力弱化，人为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时

有发生。 4．在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上，有的地方没有战略眼

光，缺乏系统思维，方法简单，措施不力，零敲碎打，应付

上级，搞“面子”工程，造成劳民伤财，损国损民，给生态

环境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5．投入严重不足，地方匹

配资金困难大，导致治理标准低，进度慢，效果差。以水土

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为例，每平方公里治理投资平均

达40-50万元，而目前国家投资给陕西省的每平方公里治理资

金仅为2-3万元，加之陕北地区多为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落后



，地方匹配资金和群众自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部分主要依

靠群众投工投劳，因而治理速度慢、规模小、标准低、综合

配套差，生态建设的效果不理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