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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澧两水贯穿全境，自然资

源丰富，生态环境多样。初时，区内环境保护只是民间自发的进

行，如制定乡规民约保护林木。民国3年(1914)，国民政府颁

布《森林法》以后，各保，甲一度派员护林。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内环境保

护愈来愈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1975--1980年，地

区、县(市)相继成立环境保护机构管理环境．自此，区内环境

保护被正式纳入地方人民政府工作的泌事日程·

区内长期的农业垦殖活动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森林植

被、天然湖泊等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气候

变异、自然灾害频繁等。

明末清初，区内部分地方毁林开荒种粮。民国后期， “林政

不修，，，沅、澧两水及部分溪流沿岸乱砍滥伐林木之风盛行。

1958--1976年，因“大炼钢铁’’和“造梯田"等不符合自然规律

的作法，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1976年较1957年，森林覆盖

率下降12．55％，立木蓄积量减少58．16％。 i ．

野生动物破坏早期只是人为捕杀，捕杀旨在自卫或取食，捕

杀对象主要是被视为有害的但可食的少数动物。清同治二年

(1861)，武陵县境内(今常德县)尚存数量较多的鹿、猴等野

兽，因捕杀和环境改变，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野兽不复存在o 20

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森林植被遭破坏，许多野生动物

失去生活与繁殖场所，损失惨重，一批珍稀野生动物如华南虎，

云豹、金钱豹等濒临绝迹，鸟类数量减少80％以上。20世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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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青蛙，鳖、乌龟和蛇等数量尚多。20世纪7，o年代初期以后，

这些动物被大量捕杀，数量锐减。

区内环境污染由工业，农业，生活，交通、血防污染源造

成，并随其发展而逐步加重。

1949年10月前，区内经济发展缓慢，环境污染轻微，仅少数

地方的一些个体制革业，造纸业，采矿业、陶器业，机械制造业

等排放少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简称“三废，，)，间歇轻微的

污染个别地方的水体和大气，危害甚小。

1949年lO月以后，一段时期内，区内人们由于对污染的危害

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忽视污染防治，环境污染随

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加剧。

20世纪50年代是工业、农业污染逐渐加重的时期。由于工业

的兴起，部分工业污染源开始形成，并不断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同时农药，化肥也开始使用，并逐年增多。沅、澧两水及部分地

方的水体和大气，或因工业污染源影响或因农业污染源影响或因

两者共同影响而不断遭到污染，其污染程度逐渐加重。

60年代初期到7，O年代中期，工业、农业污染进一步蔓延，血

防污染逐渐加重。此间，由于工业发展较快，当时又缺乏合理的

总体规划，一批污染严重的项目在没有采取防污措施的情况下雕

投入生产， “三废矽排放量急剧增多，城镇大气、水体、土壤、

生物普遍遭到污染，农村出现乱施滥用农药，化肥的现象，部分

群众的饮水被污染，血防用药量也迅速加大，血吸虫疫区水体、

生物、土壤污染加重。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农业、血防用药污染得到控制，

但工业，生活，交通污染有加重的趋势。1975--1980年，农

药、血防用药量逐年增加，1980年以后，这两类药物的使用得到．

有效控制，施用量逐年下降。自70年代中期起，全区开始重视环

境保护，工业、生活、交通污染得到一定的减缓，总体环境质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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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善。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环境保护不

能与工业，城镇、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因此，、工业，生活、交

通污染继续加重，局部环境质量仍在继续恶化。随着生态破坏租

环境污染的不断加重，环境保护逐步引起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

视。 ，
： ．}

50年代，区内开始组织群众植树造林，绿化环境I着手城市

建设规划，整治城市环境，农田水利建设也拉开序幕。 ．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地区、县(市)卫生防疫部门开始陆

续监测辖区内的环境质量，部分工矿企业也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

治理“三废’’，到1975年末，相继有湘西金矿、常德市化工厂，

湖南雄磺矿开展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的治理。 t
．

1975--1980年，地区、县(市)环境保护机构成立，e主要职

责是管理和协调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自此，区内的环境保护

工作走上正轨。一些工矿企业单位也相继成立环境保护机构；部

分污染严重的街道办事处、区公所和乡、镇陆续设置环境保护监

察站，到1988年末，全区有近i00家企业设置环境保护机构，193，

个街道办事处，区公所、乡、镇设置环境监察站。地区、县(市)

环境保护机构成立以后，区内环境管理全面展开，采取的主要措

施有t制定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进行工

业污染源调查，坚持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防治污染和其它公

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的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简

称“三同时，，)，征收超标排污费和实行污染罚款，限期治理污

染源’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等。1975—1988年，区内先后召开7r次

全区性的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宣传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规及科

学知识，组织4次工业污染源调查，掌握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

物及其污染动态，审批“三同时”项目368项，征收超标排污费

2841．12万元，处理污染事故88起，污染单位缴纳赔款229．19万

元，罚款6．80万元，下达限期治理污染通知4批，限期治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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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52个(不含县、市)，组织环境保护监督检查235次，督促一

批污染较大的厂矿加强环境管理和加快污染治理，建成生态农业

点1000余个。限期治理污染源的通知下达以后，区内污染治理速

度加快。1980--1988年，全区累计完成废水、废气、废渣和噪声

治理项目856个，新增废水处理能力328726吨／日，废气处理能力

‘937954标立方米／小时，废渣处理能力454083吨／年；实际处理

工业废水3．9亿吨、工业废气590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渣500．70万

砘，综合利用“三废”获得产值3384．20万元、利润522．84万元。

常德地K的环境监测和科研始予1975年，环境监测包括常规

监测、污染源监测及城市环境质量监测，环境科研含环境调查、

樗染治理、环境质量、监测方法，管理对策、污染规律研究等。

至1J1988年末，全区共提供各种有效环境监测数据974589个，完成

环境科研项目42项。

常德地区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来，成绩是引人瞩目的，但尚

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环境管理存在人治多于法治的现象，环境

污染治理资金虽已开辟，但缺额大，给污染治理造成一定困难；

环境科研尚未全面展开。这些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一定会逐步得到饵决，常德人民将会迎来一个清洁、优美、舒适、
安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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