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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说 明 ．H
●

本志是《桃源县志》的第二十八卷，和其他各

卷一样，根据《桃源县志》统一方针编写j是整个县

志组成部分之一，而本身又自具系统’：单独减
，

‘

、‘÷ _ ：一，i 。，

枯o
。。1 一

本志取材j截止1918客年为止。1 1一：

本志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与破坏、环境治理’：

环境管理3篇及5个附录，分9章、39节、66

目。金志共约l 2万字。

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桃源县

环境保护局所组成的环境保护编纂领导小组和环

境保护志编辑部负责编写。由屈元求，郭金龙，廖

德兴、刘大云、刘成毅、吕一杏组成编纂领导小

组。屈元求任组长兼审核。郭金龙任主编兼主

笔。本志中环境监测一章由吕一杏、罗鸣撰写、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一章由郭金龙、刘大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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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桃源县位于躜南省的西北部，面积罐44l平方公里；平原，丘髓；

山区姥嬲古13跖、4 50％和37％。境内生态环境多样；存在韵主要环

境问题，一是自然环境遭到部分破辐◇二是局部环境受到污；☆菇

这赙大环簿问题使经滤发展和群众生活受至8愈来愈严重的影响，

从而引起人们对环壤保护鹤关馘褪时，环境保护只是民间自发
静开展，勰制定乡规民约以保护益虫益鸟和林本。民属后期开始

引起政府的注意，发布控铋噪声污染的管理办法。巾华人民共糯

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环境保护工作越来

越受到备方题的重视和支持。1929年，，，县内成立环境保护机构管

理金县环境。自此，环境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县人民政府的议事日

程∥’、一 ¨ 。 、。 ’’

‘j-÷1
。

o县内自然环境磷坏与长期农业垦殖活动和不适当魄过度开发
相关。随着社会的变革、焦产方式租生产技术龅不断改进，。‘破掭
的速度逐步加快。其中，破辐比较严重的有森林，矿藏i，野生动

植物、水生生物和自然与人工遗速叠． 、j。一 j

一森林破坏，最初始自刀耕火释。钽蓟明来清初，因人日增加，

个剐地方即开始大片的开荒种粮。民国后期，由于，“林政不修打，：

沅水及部分溪流两岸乱砍林木之风盛行。1958～1970年，因大炼

钢铁、兴办公共食堂和毁林种粮，县内森林遭到大面积严重破坏。

1926年较1§56筝，。全县林木蓄积量减少235万立方米，森林覆被

率下降13．7％i
—

j ，。

l



野生动物破坏起初只是人为捕杀，捕杀的主要对象是经济价
值较高和可食性佳的少数动物。清康熙年闽(1662～1722)数量

尚多的鹿、猴、野牛、熊等因捕杀和环境的改变，到20世纪50年代

初期消失。50年代中期封80年代初期，犬片林木被毁，使野生动

物失去其生活与繁殖场所，加上农药毒杀翻人为捕杀，野生动

物、水生生物资源损失惨重。其中．仅鸟类的数量即减少80％以

上。一批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如华南虎、云豹、金钱豹、自鹇、金

鸡簿濒临灭绝。50年代尚P多的青蛙、水鱼、乌龟和蛇等两栖类、

水生类和爬行类袖物，自70年代初期开始，或被当作佳肴野殊、

或被作为生财之遵而被大量捕杀，使其数量锐诚。 ‘ √

自明鞔中叶开始的个体采金业和其他采矿业几度兴衰，．、因管

理不善，鼠采滥挖使县内矿藏资漾不断遭蓟破坏。 ．、 、，

除桃椽源风景名胜地保护较好以外，‘县内其他名胜古迹秘自

然遗迹或因缺乏管理面名存实亡，或被作为迷信之地毁予一垦，

旧迹难寻。 、

。

．

这些破坏，，带来一系裂其他的环境问题。·其中，诧较明显的

有水士流失加尉、士地质量下降、气候异常、鼠害横行等。198客

较1957年，县内水土流失面积增加22倍；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

士壤巾有机质含量由8％—F降列2％，70年代较50年代，：旧然灾

害发生频率增加两倍，年均障水量族少lOO毫米以上。

县内环境污染，是随着工业-交通运输监和城镇的发展，农

药、化肥的广泛施用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雨逐步加重的。

，1949年10月以前，县内经济发展缓慢，环境污染轻微a仅少

数地方的一些个体采矿业0造纸业、．石灰烧斜业等排蕨少量的工

避废水、废气和废渣(简称“兰废")，只是个剐地方的水域和

大气间断的遭到轻微的污染；j危害甚小。
‘

忑

．1949年10月以后，县斑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桃

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

2



开展备硬建设蕾。工业。农业，．凌遵运输业和城镶发展嘲显；加快。

由予一段时期魂黯污染的危害认识不屉，在经济建设1酶罚蹲忽视

污染防治，“使环境污染随着经镰魄发展而迅速加重。：其发展经历

三食时期。一i：，．
’

0≥?’，j ≯、 _j ．‘，曩

+50年代初期到6p年代末期悬农业污染逐渐力珏重时期。直5睥
代初勰开始施用农药后，旆用量遥年增加，到60年代后勰封。农械
部分地方地凑承爱农药污染已较严重，、个别撼游群众饮水开娩出

现困难。这一时期，工业发展较慢，工业污染仍然较轻。√，一

。细年代是农业援染日趋加重、王业污染迅速发展的时辨。由

予乱施滥履农药，水体普遍渣蓟农黼染，死鱼既岛处处哥塔觅
到，平。丘区农村群众饮水普遍出现困难。这●时期，工业发展

较快，但在发展过程蠹缺霉总体规期穰缺少污巍防治措施。隧着

一批污染较蕈的顼目相继投入璧产；翌业废水、j废_{气和废渣的排，
放量惫骤增加i部分堆方，特剔是城镇大气和水体j酸惭遣辅
染o。j a

、，
．、。

。 二：。r、、 。：?。。I!『| “．j

8_o锯代是农业污染莲步域轻，工业，交通和生活樗巍逃—步埘

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农药盼使用被得到有教的控制，、甩蠡逐年

下降苷1但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羼迅速加快。虽然自踟年代

韧期县内舞始重视环境儇护工作，加强环境0特飘是工业环境斡

管理，使工业污染的发展速度得魏憋定韵减缓≥个别地方瞬琢境质

量有所改善。但是。4油于环境保护附剐超步，：无_!i仑从技术上，还
是管理水平上都无法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因此≯；工业污染仍继

续发展；．1985年，县内主纂工矿企业排放王业废水l絮53．4万吨，i

工业废气29潼亿标准立方米，王废渣32拍万吨。较1977年分剐

增加坟O％、．零Z％和140％j’ ，j 、二 4： j

桃源县的环境问题，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民国初

期，县内期有入自发组织林业公会保护林木资源。民冒后期，县

里爱布控制缝嚣爨声的办法。。}-一 ”。- 一1
窘



，，，中华：人礞共瘸鹰成立盾0；髓着环境游染秘自然瘁境碳蛛错不
髓加重，一环癯保拧逐步弓l怒人们，群众撇府的羹穗0 i ．‘ ?

。_j，’50年代扔期，县人民政府邸并箱组织群众植树造林，．镣耽环

境。60年代，县内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农村环境整。精。

1970年后，中共桃源县委帮铤金县人民大力羿晨绿化荒函和植树

遣林活动。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来期，县人民政府多次铺盎保护林。

木。野生动植物的规范。．与此同时，县里对破坏林本的符为实行

严厉打击一～ 。’，。 ，? 。一 ’i。，一： 一、。

在处理工业，璧兰废"方面，也采取了一定酌措施f王98§年，

溉薅金矿对工业废水开始连符治理。劐70年代中后期j相继有橇源

纺织印染厂、县氮肥厂：‘畲田石获萨井展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

的治理或综合秘用≯这些治理，。获得较好的环境‘t经济和社会效

益：滞西硷矿冶炼废气治理使矿区公社天气萱l：境质量瞬显好转，农
田受污程度减轻j污荣纠纷瓤农赂减少撑县氮肥厂生产芷艺废气盼

回收利用，不仅使周围环境得到改善，同时节约资源和能源。--桃

源纺织印染厂印染废农治理和丝光淡碱废液的回收，既避免沅水
新河断面遭魏严重污染≯叉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1。；’

r‘。：、j 1驱9年i桃潦县设盘环境保护办公蜜；管理和协调垒县的环境

护保工作．自此；县内环境但护工作正武纳入皱府的议事日程雨

走入正轨‘’同年，湘西金矿也设立环蕊儇护努公室。++÷j，_

．二：此后，一些工矿企业单诬也相继成立筇境保护枫拇；或配备舔

境保护人员。1982年，桃源纺织印染J：．成立簧垒嚣保科≯其他县

属厂矿开始把环境保护纳入蓟科室管斑，配备专职和兼职的环境

臀理人员。1984年后∥部分j污染严；重的多镇芷业厂矿陆续

配备环境保护员。到1988年，全县有4Z个乡镇设置环境管理监

察员。’ 。、?i i ． -。。『- 一，。。：

均80年2月，．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垒县蛋l；麓保护工作必

会，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僚护法(蠢晰l警≯自地≯
垂’



萁内环境管理垒诱铺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力开展环境保护

宣传教育，翩定地方环境保护规范，征收超标排污费和实行污染

罚款。，限期治理污染源，组织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和开展环境质量

调查等。1980～19189年，县内先蓿召开4次金县性的环境保护工

作大会，宣传环境保护法规和纪念世界环境日j举行8次环境保

护讲座，为2000余名干部和群众宣讲环境保护法律与科学知识，

制定6个环境保护规范，为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

物和益虫益鸟作出相应的管理规定；开展8次规范较大的环境质

量调查，：为农村和工业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卞选5批限期治

瑾污染潦的通知，对5蠢个污染项目实行限期治理；征收86个单位

超标准排污费158万元，补助污染治理费用；实行污染罚款1|2起，

对13个违反环境保护法规或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罚款9000元；组

织5次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督促一批污染较大的厂矿加强环境管

理和加快污染治理；调查处理各类污染纠纷和污染赔偿120余越；

此外，还自1986年开始在桃源师范学校开展环境教育试点。

1980年和1981年，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对26个污染较大

或群众反应强烈的污染源分两批发出限期治理通知。自此，县内

污染治理速度加快，治理范围扩大。化工、治金、纺织、轻工、

建材、食品加工等行业普遍开展污染治理。1981年，县酒厂对酒

糟废液进行回收利用，桃源纺印染厂、湘西金矿、县水泥厂、陬

市油脂加工厂开展锅炉消烟除尘。1982年，陬市五金厂、县冷冻

加工厂、桃源纺织印染厂分别治理电镀、屠宰和锅炉冲渣废水；

县水泥厂和城关大米厂开展粉尘治理；余家坪公社石灰矿和陬溪

区卫星石灰矿开展废渣的综合利用。1983年开始，污染治理进一

步向纵深发展，部分工矿企业把污染治理与技术改造结合进行，

使污染消除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到1985年，县内工业废水，废气

和废渣的处理率分别达到51．8％，22．7％和29．9％，污染治理累

计投资超过600万元。到1988年，全县累计开展废水、废气、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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