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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三角洲现正处于大规模综合

开发的前夜
,

面临着由自然生态系统向人

工生态系统的急剧转化
。

本文通过对这一

区域生态环境的预警性研究
,

提出了在黄

河三角洲实现生态
、

经济
、

社会
、

科技协调

发展的战略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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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现正处于大规模综合开发的

前夜
,

面临着由自然生态系统向人工生态系统

的急剧转化
,

这必将带来一系列环境间题
,

从

而对黄河三角洲开发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 “

宜

未雨而绸缪
,

毋临渴而掘井
” ,

对经济开发加之

于生态环境的可能后果做出预警性研究
,

并探

讨这一区域的生态经济战略
,

对于全面提高综

合开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非常必要的
。

1 黄河三角洲正面临着由自然生态

系统向人工生态系统的急剧转化

极不稳定的多变的地域环境正在向相对

稳定和可控的地域环境转化
。

黄河每年携带

10 亿方泥沙及各种有机物质在三角洲入海
,

并通过周期性的决 口改道完成宏伟的造陆运

动
,

从而形成了多种生态系统的边缘地区
。

陆

地生态系统
、

淡水生态系统
、

海洋生态系统
、

草

地生态系统等相互交织
,

成为生物物种复杂
、

活跃和高产的区域
。

但这种大环境的极不稳定

局面 又构成 了对于黄河三角洲开发的钳制性

约束
,

因此
,

稳定黄河流路势在必行
。

而黄河流

路的稳定又必将给三角洲及其海域的生态环

境带来新的影响
。

物竞天择的荒原生态正在向体现人的意

志的农业生态转化
。

黄河三角洲成土年幼
,

垦

5 0

殖率低
,

60 %的土地仍处于荒芜状态
,

荒原中

的各类野生动植物种群随着地域环境的变化

而消长
。

由于受黄河冲积淤淀
、

海水侵蚀
、

潜水

侵润
、

大气降水
、

地面蒸发
、

草被延替
、

人为垦

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

处于不同区位的各

类土地正在分别经历着盐化
、

潮化
、

褐土化以

及储育化等变化过程
,

从而形成了生态脆弱
、

发育不稳定的特征
。

而黄河三角洲大农业正是

在这样一种自然基础上开发与发展的
。

现黄河

三 角洲粮棉基地建设 已列入国家计划
,

今后

1。年将开发荒碱地 20 万公顷
,

一个 由荒原生

态向农业生态的转化过程正在到来
。

资源开发型工业生态正在 向综合经营型

工业生态转化
。

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是黄河三

角洲开发建设的另一最大优势
。

30 年来
,

石油

工业已给这一区域带来了蓬勃生机和 巨大的

推动力
。

但由于长期以来采掘业规模远远超出

其他产业的规模
,

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
、

油气

产品全部外输
,

遂使区域经济走上了一条以重

要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为特点的工业生态道

路
。

1 9 8 3 年东营市成立后
,

黄河三角洲进入综

合开发的新阶段
,

以能源
、

化工和农牧渔三大

基地建设为骨干的多元经济发展战略 已在坚

定地实施
。

同时
,

石油工业内部的发展方向也

出现 了新变化
,

据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提出的
“

三大战略
” ,

石油企业不仅要继续增储上产
,

还将重津下游工业
,

发展油气及其共生矿藏的

综合利用
,

开展多种经营并参与国际竞争
。

目

前
,

油田与山东省
、

东营市联合开发的 14 万吨

乙烯工程已正式立项
,

这标志着石油化工基地

建设已出现重大突破
,

区域工业生态正在实现

由资源开发型向综合经营型的重大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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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自然生产力布局为特征的单一生态区

划正在 向以社会生产力布局为特征的综合生

态区划转化
。

过去
,

黄河三角洲工农业开发主

要是针对资源丰度较高地区的攫取式开发
,

区

域生产力形成了以 自然资源为导 向的分散布

局形态
,

由此产生了油区
、

牧区
、

渔区
、

农区等

单一产业的生态区划
。

东营市建立后
,

人们开

始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
,

统筹规划三角洲

的整体开发
,

在经济区划上
,

开始按照地形
、

海

域
、

水系
、

人 口
、

产业基础等分区
,

生产力布局

开始由分散向相对集中转化
。

整个东营市划分

为三个经济区
:

黄河以北为石油工业
、

畜牧
、

水

产与港口开发区
;
黄河以南小清河以北为综合

功能型经济区
,

是中心城市组团所在地
;
小清

河以南为粮
、

棉
、

蔬菜生产和加工业基地
。

这一

区划有利于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业链
,

改善生态环境
,

可看作为三个生态亚 区
。

2 对黄河三角洲生态

环境的预警性研究

农业生态环境的预警性研究
。

农业开发的

本质就是创造条件
,

把 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

量转化为人类能够利用的农产品
。

因此
,

环境

质量的变化是农业生态研究的首要监测 目标
。

黄河三角洲光能充足
,

雨热同期
,

主要淡水资

源 (黄河 )水质尚好
。

但大气
、

平原水体及土壤

均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据监测数据
,

东营

市大气环境因受到工业废气
、

锅炉排放烟尘及

自然风沙的影响
,

已超过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一

级标准
,

除 N O
、

总烃外
,

其余项 目(5 0
2 、

CO
、

T SP )均超过 国家二级标准
。

据 1 9 8 8 年地表水

监测数据
,

地下河道大多遭受污染
。

由于无污

水处理厂
,

各种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
,

使各排河水质每况愈下
。

据对广利河
、

溢洪河
、

挑河等 5 条河流的 n 个断面监测
,

石油检出

值均超过国家地表水三级标准
,

从而使周围生

态环境受损
。

城市工业生态的预警性研究
。

东营市是一

座新兴的石油城市
,

要治理好城市工业生态环

境
,

必须借鉴 国内外石油城市的经验教训
,

采

取科学的战略对策
。

对于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生

态问题
,

首先是以资源促发展
,

建成 良性循环

产业链
,

推进城市长期繁荣的问题
。

对此
,

油城

大庆已做出预警性呼吁
。

中国科学院与大庆市

联合课题组
,

通过对美国油城休斯敦
、

钢城匹

兹堡
、

俄罗斯油城 巴库
、

委内瑞拉油 区玻利瓦

尔等地的考察分析
,

对大庆市的区域发展战略

问题做了专题研究
。

该课题指出
: “

大庆油田剩

余可采储量 日益减少
,

开采成本上升
,

经济效

益下降
,

尽管石油化工迅速崛起
,

但终因化工

增加的效益抵不上油田效益的下降
,

总体上大

庆经济将出现下滑趋势
” ,

而且
“

人 口增长迅

速
、

就业压力 日趋沉重
、

环境污染加剧
、

生态面

临恶化
” ,

因此必须实行结构性改革
。

东营市石

油开发已从上升阶段进入稳产阶段
,

因石化基

地尚未建立
,

与大庆相比其产业结构更不合

理
。

目前
,

市与油 田虽已抓紧了化工基地建设
,

但改变已形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状
,

重建下

游工业
,

是一件牵动国家经济布局的大事
,

必

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

其中
,

对于城市工

业生态问题的深入研究
,

就是鱼待展开的工作

之一
。

海洋生态的预警性研究
。

黄河三角洲处于

环渤海经济区和黄河流域经济带的交集中
,

是

中
、
西部经济和生态要素的最近出海 口

。

因此
,

应警惕污染物对渤海海域的重要影响
。

据有关

专家分析
,

随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发

展繁荣
,

一个新的发展重心将由环渤海经济区

向黄河流域经济带推进
。

李鹏总理指出
: “

要注

意东西走向交通干线的建设
,

促进沿海与内地

在商品
、

技术
、

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交流
。 ”

这

一交流同样可看作生态经济系统内的物质流
、

能量流
、

信息流
、

人流和价值流的转换
。

这一转

换可为区域经济发展输入极大的动力
,

但各产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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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所筛出的废弃物也必将对生态环境产

生消极影响
,

尤其是渤海湾乃辽
、

海
、

滦
、

黄等

自然河流及万千条人工排河的汇流之处
,

极易

成为现代工业的藏垢纳污之地
,

从而构成对这

一
“

天然渔场
”

的严重威胁
。

黄河三角洲虽为环

渤海 之局部
,

但每一局部皆应积极从自我做

起
,

才能促进整体环境的优化
,

且黄河三角洲

岸线附近浅海饵料基础雄厚
,

生物资源丰富
,

初级生产力提高
,

是发展生态渔业的佳境
。

因

此
,

对三角洲各河流中的石油
、

挥发酚
、

CO D
、

B O D
。

等污染物
,

皆需予 以严密监控
,

及时预

警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

3 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战略探讨

根据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给区域生态环

境将带来的重大影响和对本区域生态环境的

预警性研究
,

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战略应表述

为
:

在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
,

加强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跟踪治理
,

因势利导发展生

态农业
,

搞好城市生态工业建设
,

实现生态与

经济
、

社会
、

科技的协调发展
。

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资源
。

黄河三角洲开

发总体战略是一个由资源开发型经济向综合

功能型经济发展的战略
,

资源开发既是区域发

展的起点
,

又是推动 区域走 向长期繁荣的根

本
。

应坚决克服短期行 为
,

摒弃那种加快经济

增长速度单靠拼资源
、

拼能源
、

消耗高
、

浪费

大
、

效益差的发展模式
,

坚决走合理开发资源
,

依靠科技进步多次性有效利用资源
,

控制不可

再生资源消耗量
,

加强对永续资源 (如太阳能
、

风能等 )开发的路子
。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跟综治理
。

在制定和

实施各项资源开发规划的同时
,

要将保护和治

理生态环境作为其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

同时制

定专项环境保护规划
,

设立环境保护与改善基

金
;
选择水草丰茂

、

生态活跃区域建立 自然保

护区 ;
鼓励植树造林

,

使之成为吸纳污染
、

净化

空气
、

涵养水源
、

消除尘埃及噪声
、

调节小气候

的主要手段
。

对 已建设的重点项 目应根据其污

染特点与现状加强监控并予以跟踪治理
,

及时

配套三废转化处理工程
。

采取有效措施
,

降低

和防止油气开发与石油化工对大气
、

水体
、

土

壤的污染
。

对一般地方工业和 乡镇企业也要严

格管理
,

监控其消耗与污染系数
,

走外延与内

涵扩大再生产结合
、

重视综合效益之路
。

因势利导开发生态农业
。

努力促进农业生

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

实现资源永

续利用
,

环境不断改善
,

低耗高效和集约化经

营
。

根据三角洲区域特点
,

应在对全部农业资

源进行统 一规划的基础上
,

以水利建设为龙

头
,

以科技开发为先导
,

搞好林
、

田
、

路
、

河
、

渠

的综合治理
,

改良土壤
,

增厚植被
,

提高林草覆

盖率
,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

全面提高农业系统

内物质与能量的转化效率
。

搞好城市生态工业建设
。

运用生态规律和

系统工程方法经营和管理工业
,

走节约资源
、

对生态环境损害轻和废弃物多层次利用的工

业发展道路
。

根据黄河三角洲城市布局过于分

散
,

产业结构低度单一的缺陷
,

应强化城市政

府调控经济的职能
,

坚决执行城市建设规划和

环境治理规划
,

创造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

实

现城市现代基础设施共享
。

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
,

逐步建立产业间生产
、

交换
、

消费和分配的

生态链网
,

提高城市工业的聚集
、

规模和 生态

效益
,

推动
“

石油一石油化工一多元产业一高

新技术产业群
”

的梯度发展
,

加快矿区城市向

开放型
、

辐射型和综合功能城市的转化
。

实现生态与经济
、

社会
、

科技的协调发展
。

这是与我国基本国策相吻合的全局性战略 目

标
,

要立足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发展对实现

环境优化 的重要作用
,

研究
、

制定和实施 区域

生态经济发展的区划和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