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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一项战略任务。株洲是湖南省的一个工业城市，环境问题比较突

出，全市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为防治环境污染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客观地记叙株洲市环境保护的发生、发展过程，特编纂本志。

二、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搜集、整理、研究和处

理编纂我们所接触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正确反映一切事物的
本质面貌。

三、《株洲市环境保护志》是一部部门志，也是株洲市第一部环
境保护志，故设自然环境一章，详细记述株洲市的历史概况，地理

环境，环境变化，人工环境等情况，其余各章也作了比较具体的记

叙，使之起到咨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四、本志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90年止，其中，着重记述
1972年至1990年近期发生的事实。

五、本志编写时，共搜集原始资料945万字，经过筛选、摘录、

制卡，按篇目辑成《株洲市环境保护史料汇编》一套，共5本，60多

万字。

六、本志编写方法是：大家动手，搜集资料，专人编辑，专家审

查。因此，参加制卡、编写的达31人。

七、本志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党政领导的重

视；市、县志办，农、林、水电、卫生、商业、建设、文物、档案、图书等

部门，部、省、市属企业，各区、县(市)环保局的支持与帮助；有关方

面专家及环保战线老同志逐章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l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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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环境保护志

概 述

株洲市现代环境保护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建市初期，

虽然没有完整的环境保护概念，但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时，注意到

了合理布局。整个城市采取团组结构，形成“四片一中心”的格局，

有利于城市大气的扩散，避免出现“热岛效应”。总体规划还把化

工、冶炼，建材等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城市水源下游的清

水塘地区，为保护城市的饮用水源和工业生产用水奠定了基础。在

工业结构规划中，把株洲冶炼厂和株洲化工厂布置一墙之隔，为合

理利用高浓度二氧化硫资源创造了条件。在小区规划中，把一批大

型工厂的生活区与生产区用一定距离分隔开来，并作了较富裕的

绿地布局，为以后按功能分区保护和管理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所

以，株洲市50年代的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上．不过，单靠一次性的合理布局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能适应生

产建设的发展。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城市，究竟该怎样设计城

市生态结构，怎样把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村落环境，

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城市生态环境，都没有经验。50年代末60年

代初，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先后建成投产，经过十多年生产，进入

70年代，株洲市每年从全国各地输入原料和燃料1000多万吨，从

湘江汲取新鲜水4亿多吨，进行工业品生产后，排出废气200多亿

立方米，气型污染物15万多吨。排出有害废水l亿多立方米，水型

污染物lo多万吨，固体废物100多万吨，没有同时建设处理和利



用设施，违反了现代城市生态系统“物质流动”、“能量转换”的客观，

规律，以致环境问题逐一暴露出来。在烟囱集中的工业区上空，终

日烟雾弥漫。燃煤产生的煤灰、炉渣，一年达60多万吨，用水冲涮，

分别从白石港、铜塘港流入湘江，把这段江水染黑了半边。株洲选

煤厂一年洗选出来的煤矸石近20万吨．用皮带运输机输送到六斗

冲堆存，不到几年，就堆成一座160万吨的“矸石山”。煤矸石含有

6．4～11．78％的固定炭及少量的硫，发热量达0．36X 107～0．83

×107焦耳／公斤。每逢高温、少雨季节，煤矸石迎风自燃，火焰腾

腾，硫烟四逸。霞湾港含重金属废水昼夜奔流．泻入湘江，毒化了湘

江霞湾至马家河江段的水质和底泥，使这一段右岸100多米宽的

江水不能饮用、灌溉，底泥中的生物不能生存。

株洲市环境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党、政领导的重视。1971年，

从城建、卫生等部门抽出干部组成调查组，对全市工业“三废”进行

调查。是年7月，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召开全市第一次“三

废”普查会议，部署各工业企业开展“三废”普查。普查中发现，“三

废”大部分是有利用价值的资源。9月，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在《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加强对废气、废水、废

渣的管理和利用”，“要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大搞综合利

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同年冬，湖南宙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

到株洲视察，了解“三废”污染及综合利用1ff况后，在湖南省革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办公会议上研究，作了《关于综合利用煤

灰和煤矸石问题的几个具体措施》的会议纪要，其中提到由诛洲市

．革命委员会成立综合利用机构。1972年3月，株洲市革命委员会

成立综合利用办公室。从此，株洲市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以“三

废”综合利用为主的阶段。一方面，组织专门班子负责煤灰、煤矸石

的利用和外调(调往洞庭湖区做燃料)工作；另一方面继续进行“三

废”普查；大力支持建筑材料生产行业；阳一部分大、中型企业开办

灰渣砖、瓦、水泥等专业工厂和附属工厂，促进灰渣建材生产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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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鼓励煤炭、化工部门利用燃料渣中的含煤热量代煤、代焦；

组织化工、冶金等行业大搞“三废”综合利用研究，使之从废渣综合

利用．扩展到废水、废气的回收利用。
’

1972年8月，建立市综合利用展览馆．展示工业“三废”的主

要污染物及其危害；展出全市“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的前景。组织

全市各企业、各单位、各阶层分期分批进行参观，进一步推进“三

废”综合利用。
‘

，

同年11月，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主要

领导人亲自组织学习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总结全市“三废”综合利

用的经验，确立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战略，并把

“三废”综合利用定为全市治理“三废”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和一项

重要的经济技术政策。提倡各行各业针对各自“三废”的特点，深入

加工。从一次利用到多次利用，从低级利用到高级利用。

1973年1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各地、县革命委员会

批转了抹洲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综合利用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

各地、县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三废”治理和

综合利用工作。

同年8月．在召开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前，国家主管部门

派遣工作组到株洲市调查．发现“三废”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开展

得早，卓有成效，特邀株洲市的代表参加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总结大会时，株洲市的代表被指定在大

会上介绍废渣综合利用的经验。这个发言材料，人民出版社编印在

《环境保护经验选编》一书中。

1972年至1977年，株洲市“三废”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投资

3870万元，建成“三废”综合利用项目Z20项，综合利用年产值达

8700万元，建成工业“三废”处理项目120项，使废水、废气处理和

利用率分别达到15％；Z6％，废渣综合利用率达到52％。同时，也

暴露出综合利用不能解决所有污染问题，不能达到全面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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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因此，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环境管理方面来，

采取“以管促治”的方针，建立和充实市、区、县和企业的环境管理、

环境监测和环境科研机构，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测和污染源的控

制，掌握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株洲市人民政府(包括市革命委员

会)先后制定了“三废”管理办法，防治新污染，电镀有毒物品管理，

污染赔偿规定，排污收费规定，清洁工厂验收办法，噪声控制，环境

保护设施管理，企业环保考核等12个方面共22个环境管理办法，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的环境法律、法规，使环境管理逐步走向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针对当时出现的只顾生产，不顾环境；治理污

染不是企业本份，是“额外负担”；污染难免，要避免污染，只有“停

止发展”等思想认识，通过编写环境保护专业资料和技术书籍，举，

办环境保护展览、讲座、学习班等多种形式，并运用报刊、电台、电

视台等新闻媒介，广泛宣传人与环境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保护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

全市人民的环境意识，使之加深入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转化成道

德、信念，形成风尚，进而变成人们自觉负责的行动。

在治理“三废”污染中，坚持防治结合。“治’’，就是治理已经存

在的“三废”污染源。株洲市先后制定了“三废”治理规划和环境保

护规划，提出了阶段性的环境保护目标和重点治理项目，有关企业

都比较认真地执行，每年都有一批污染源得到治理。“防”，就是防

止新建成的工业建设项目和生产规模扩大项目所带来的新污染

源。株洲市吸取工业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损失惨重的教训．

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新建工业、科研等项目，必须把‘三废’治理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简称“三同时”)，

否则，不准建设”的政策，制定具体执行的办法和制度，明确市、县

(区)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共同把好“三同时”

关，并逐年检查，对不执行“三同时”政策的建设项目和建设单位，

分别情况，依法处理，防止新污染的继续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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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保检查中发现：有的环境保护设施，不能正常运转，或者

运行效率骶；有的企业管理松弛，任意排放污染物；有的企业的污

染，育30"-'50％是资源利用不当和管理不善造成的。针对这类情

况，从1980年起采取征收超标排污费的措施．凡超过国家允许排

放标准而多排放的污染物．实行收费。超标排放的污染物越多，收

费也越多。这种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环境的措施，使任意排污现象得．

到有效控制。

椿洲市环境管理。由浅入深地发展，引起了国家和省环境保护

主管机关的重视。1983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特约株洲市撰写《加强练合管理，控制城市污染》一文，作为

典型经验材料，在会上散发，并编入《中国环境保护十年》一书中。

株洲市经过合理布局，综合利用，以管促治三个阶段，环境污

染与破坏，仍没有得到控制。相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污染与

破坏的程度日益严重。据1976～1981．年统计，全市每年环境污染

平均损失价值达3028万元以上，占工业总产值的Z．08％。居湖南

省各地市的首位。
。

；·

1983年，国务院正式确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一项基本国策后，株洲市深入分析了城区环境污染未能控制

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不协调，工业污染源治理欠帐达1．77亿元。就从这些根本问

题着手，开始了环境综合整治，即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发挥

城市综合功能的作用，以取得最佳综合效益为目标，运用行政的、

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整治、调控、保护和塑造城市环境。把

保护环境放在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实行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

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统一。

1984年起，环境综合整治的规划，分别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并分别进入了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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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生产经营计划，调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投资比例。在

“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全市环境保护投资达1．5亿多元。

环境综合整治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领导．计划、环保、规

划、财政、城建、工交、公安等部门分工协作。自1989年起．市长、区

长、县长对所辖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分别同上一级政府签订环境

保护目标管理年度责任书，然后，再同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层层

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分年进行评分考核、奖优罚劣。这样，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群策群力，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得到顺利开

展。 ，

从1972年到1990年，先后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2．7亿多元，

完成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项目130多项，建成废水、废气、废渣、噪声

污染治理项目共2500多项。t匕五”期问(1986"--1990年)工业废

水、废气、废渣万元产位排放量，比“六五”期间(1981～1985年)，

分别下降6，i％、50％、6l％。城区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大气环

境质量相对稳疋。主要大气污染物接近或平于国家规定的二级标

准。湘江株洲段水质提高了一个等级，主要污染物接近或相当于地

面水环境质量I类标准。但声学环境还在恶化。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有84．1％的面积笼罩在51分贝(A)以上。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

均值为74．6分贝(A)，超过国家标准4．6分贝(A)。农村生态破坏

也未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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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855年

3月17日 这天l哇时，醴陵有大风、暴雨、冰雹。雹大如卵，

密如织，纵六、七十里．横二、三十里，树拔屋毁，死人数十。

1888年

2月17日 这天8时，从长沙至株洲白石港一带发生地震，

开始人不觉得，后听见柜中碗碟碰击声。 一

1 895年

4月27日 从这天起攸县大早87天，致使江河断流，禾苗枯

死。次年饥荒，人们吃树皮草根为生。

5至9月 醴陵大旱无雨，县东乡白兔潭水涸。早稻只收十分

之三，晚稻全县皆干枯。

1915年

2月16日 醴陵地震。东乡水口山田中忽陷巨坑，深z丈余，

泉水涌出。

1 921年

5月2日 攸具娶雨．山洪暴发。攸水、涞水沿岸的农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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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冲毁．死108人。损失无法计算。大水过后，连续干早两月，大

部分农作物失收。

1945年

． 11月 狼群入醴陵县城附近，渐散布于各乡村：小儿被噬多

人，第二年秋天才离去。城里人没见过狼，都不知是什么东西，或叫

“西狗”。
‘

1946年

8月 醯陵东南西北4乡，老虎为患，8月前E，人畜被伤害约

100余，乡民谈虎色变。

1958年

春季攸县松毛虫暴发，危害森林面积36方余亩，人民奋起

治虫．国家出动飞机喷药扑杀，虫害基本消灭。

1 970年

7月30日 株洲化工厂氯气放空3．5小时，致使工人、农民

200人中毒。

1971年

9月13日 株洲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加强城市建

设管理的通知》，第一次作了环境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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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至23 B 株洲化工厂先后4个晚班氯气排窄．使

}山．’碴a々厂I司期晚班停产1—3小时。 · ‘·

．’

1972年 ．

’
，

、。
． f，

2月4日到9日 攸县大冰冻，最低温度为一11．96C，为攸县

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柑桔几乎全部冻死。 ：’

3月20日 株洲市革命委员会综合利用办公室成立．负责全

市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管理和治理环境污染。

4月11日 株洲电厂向湘江排煤灰，省建五公司职工医院报

告自来水含粉煤灰多，不能饮用漱洗。

8月30日 株洲市第一次《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展览开馆，

从此连续展出一年。

‘9月 湖南省主要领导人杨大易．万达再次到株洲视察，专门

召集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湘江氮肥厂、株洲电厂、株洲选矿药

剂厂、株溯市农药厂等六个单位负责人汇报环境污染及治理情况，

并提出了严格要求。

11月13日至17日 株洲市召开全市综合利用工作会议，即

市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株洲县、城市四区、市属各局、中央、

省、市企业管生产的负责人和抓综合利用的专职人员，共150个单

位，180人参加了会议，市革委会在家常委都出席了会议。

11月20日 株洲市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株洲市“三废”管理

试行办法》。

1973年

4月16日。株洲市烧碱厂因氯气污染环境，引起清水公社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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