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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

六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原则上以1988年六盘水市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对历

史上的事件，也涉及到曾经管理的市境外企业。对市境内的中央直

属企业、省直属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本志也予以记述。

四、本志的各专业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内

设章、节、目几个层次，几个部门合写的专业志增设分志。本志志

首列《序言》、《总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附《附录》。本

志以总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类专业志为纬。其内容按

先自然，后社会；在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排

列。各专业志原则上不设序言。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求文

图并茂。根据内容需要划分门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

六、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和经世致用的原则，重

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大规模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

作集中记述，确需记述的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各专业志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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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九、《人物传》贯彻生不立传原则。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

牺牲的烈士，记入烈士英名录。各专业志不设《人物传》。

十、《附录》辑录有关文献、文件、图表、资料等。根据需要，

辑录的资料也可附于相应章、节之末。
。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图书报刊以及调

查采访、实物记载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

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

记述。力求简、严、核、雅，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十三、行文规范化，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

位等，一律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

年的币值，按1955年新人民币值换算后记写。

十四、纪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时记，用朝代年号汉字纪

年，加注公元纪年。如：奏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太平天

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60年11

月2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 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1949年10月1日为准；建国以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六盘水境区解放，分别以各县解放之日

为准。

十五、专项事物名称，一律用今名。涉及史实上的地名、山名、

河名、单位、部门名称或其他专有名称，一律用当时名称，必要时

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六、本志各专业志、分志，在不悖本“总凡例”的前提下，设

“编辑说明"，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编 辑说 明

一、本志定名《六盘水市志·环境保护志》，系市志专业志之一。

二、本志采用述、志、图、表、录五种体裁。全志共分6章27

节，约11万字。遵循“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作客观记

述，不加评论。

三、本志原则上上限断至公元1958年，下限为1988年，个别

条目延至1989年。

四、人志资料以市级环保档案、环境统计、环境监测、工业污

染源调查资料为主，部分资料和数据由有关单位、部门提供。

五、本志涉及到市级、县级、企业环保机构领导人，依次排列

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名单。县级环保机构，因一段时间与

城建系统合并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下设环保科，其领导人名单

排至环保科科长。

六、本志主要专用术语：“三废"系指排入环境中的“废水"、

。废气"、。废渣"的总称；。三同时"系指一切新建、扩建和改建对

环境有影响的项目，都要执行防治污染及其它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

七、主要区域划分：市中心区一系指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县机

关所在地，其范围东至水城水泥厂、西抵德坞仓库、南迄柏杨坡和松

树坪、北达大、r口和三块田，总面积为67．8平方公里。水城片区一系

指现钟山区所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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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六盘水境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极

少，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极低，环境自净能力强，处于自然平衡状

态，环境污染尚未显露出来。

1955年，水城铁厂建成投产。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土高炉

遍地开花，森林和矿产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1958,---1963年，国家先后在六枝、水城等地建井采矿，6年累

计产原煤1 36万吨。在此期间，因生产规模小，资源开发单一，“三

废”排放量少，对环境污染不大。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六盘水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时期，煤

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等工厂矿山陆续建成投产。80

年代初，就形成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的工矿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也越来越严重，由局部到整体，由轻污染到重污染，甚至严重污

染。相当数量的建设项目由于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办法

和忽视治理的错误作法，将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三废”直接排放

于环境中，不仅浪费资源，也给环境带来危害。

据统计：1980年全市有工业企业425个，乡镇工矿企业444个；

到1988年底，工业企业发展到491个，乡镇工矿企业发展到12098

个。1980"--1988年工业“三废"排放量为：废水年均7261．6万吨，

废气年均266．02亿标立方米r包括井下瓦斯)，废渣年均459．72万

吨。历年累计废渣堆积量为5173．32万吨，占地面积68．74万平方

}0一一¨



米，折合1031．1亩。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塌陷875处

(仅水城就有805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60余万元)；由于乱砍滥

伐林木、陡坡开荒等原因，水土流失面积达6151平方公里，占全市

总面积的62％；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18．35％，降低为7．55％，

其中林木覆盖面积为3．42％(1985年统计资料)；全市原有草山草坡

面积300多万亩，占总面积的24％，由于过量的开荒垦地，有26万

亩草场被毁掉；全市6条主要河流，过去清澈见底，变成今天的混

浊不堪，有的成为名符其实的黑水河。过去江河鱼蟹丰盛，今天濒

于灭绝，原来数量和品种繁多的野生珍稀动物迄今现存无几。

1980年以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十分

缓慢。1980和1981两年间，市和特区及大中型厂矿的环保机构相继

建立，随之环保工作队伍也得到较快的充实和加强。全市由组建初

期的30余名环保专职人员，1988年增至391人；1982年环境学会

成立时仅有会员67名，到1988年发展为268名，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100名。这支队伍已成为全市环保事业的一支骨干力量。各级

环保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

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征收排污费的若干暂行规

定，并结合全市的实际情况，深入开展环境科普宣传，举办学术讲座

和科普知识竞赛，颁布一些地方环境条规，使环境治理工作逐年加

强。1980年，全市“三废’’治理投资35万元，1988年投资2031．93万

元，为1980年的58倍。9年间：累计投资7217．56万元；综合利用

废水850万吨；利用废渣297．09万吨；利用高炉煤气692864．5立方

标米；累计产值9161．32万元，利润168．02万元。9年累计收取排污

费1607．93万元，其中返回单位治理982．85万元；完成治理项目

228项，污染赔款162万元。全市工业环境设施固定资产，1980年

为155．41万元，到1988年为7160．05万元，为1980年的46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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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区(县)环保监测办公用房固定资产，1985年以前为零，1988

年为201．5万元，监测设备、交通车辆固定资产计60余万元·与此

同时，市、特区和大中型厂矿相继建立监测站，初步形成全市性的

环境监测网络。1982年开始进行水质监测，1983年后逐步扩大对大

气、噪声、土壤、作物等项目的监测。1983"-'1988年，逐年编报水

城中心区及工矿区《环境质量报告书》。1984"--'1988年完成新、改、

扩建16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环

境管理和综合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1988年6月15日，市环境监测站被列入国家重点监测站，直接

向国家数据库提供六盘水大气监测和地面水监测数据，参与国际资

料交流。

1982年起，市环境科技人员先后进行老黑山生态环境考察．野

钟黑叶猴考察，水城工业集中区公元2000年环境预测以及配合科委

等部门完成圆窑炼焦工艺推广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都取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保护、恢复、发展和合理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物质文睨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起到积极作用。

总观六盘水市环境保护，在防治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局部

污染和大气环境，部分水环境有所改善和控制。展望未来，任重道

远。因为全市环境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特别是水环境的污染令人

担忧。今后在全市境内都将陆续新建和扩建一些矿井，选煤厂和钢

铁厂、发电厂，废水排放量还将大量增加I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市

中心区的环境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在公元2000年前，六盘水的环境保护主要任务是加紧重点地区

的环境保护，强化管理，控制并逐步减轻大部分地区的污染程度，努

力实现全市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第一章 环境污染

六盘水境内环境污染是从1958年开始的·特别是1965年10万

。三线"建设大军云集六盘水，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生活废物

和工业废物大量增加。工厂矿井投产后，对“三废一既无防治措施，

又未回收利用，以致污染日趋严重。

据1985年全省工业污染源调查评价结果表明，。三废"污染居

全省首位。废水占全省等标污染负荷的72．89％，废气排放量占全省

总量的46．69％，废渣排放量占全省总量50．1％。

第一节污染源

据1980---1988年监测和1985年工业污染源普查，全市主要污

染源分布情况如下：

一、重点工业污染源

1985年，市环保局对全市490个工矿企业进行污染源调查，其

中水城特区192个，盘县特区211个，六枝特区87个。属于全民所

有制的101个，其余均为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见表1—1、图一)。

根据1985年六盘水市工业污染源普查资料表明(见表1—4)，

水城片区废水排放量最大的是水城钢铁厂，年废水排放量占水城片

区的68．5％，其次是汪家寨煤矿，废水排放量占12．5％，二塘发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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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占7 5％。

盘县片区废水排放量最大的是火铺煤矿，年废水排放量占盘县

片区废水总量的38．3％，其次是老屋基选煤厂占20％，土城煤矿占

15．6 0／。 、

六枝片区废水排放量最大的是六枝矿务局电厂，年废水排放量

占六枝片区废水总量的71．3％，其次是地宗煤矿占11．1 o／，六枝煤

矿占5．8 o／。

从行业结构来看，全市废水排放量最大的是冶金工业，其次是

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

表1—1 1985年六盘水市重点工业污染源分布表

特区 片区 重 点 企 业

大湾 木冲沟煤矿、顶拉煤矿、二塘电厂．

汪家裹 水城发电厂、汪家寨选煤厂，汪家裹煤矿、那罗寨煤矿．
水

大河边 大河煤矿、红旅煤矿．

市中 水城钢铁厂、水城水泥厂、市化工厂、六盘水铁合金厂、水城机务段、水城特区酒

心区 厂、市建材厂、市啤酒厂．
城

泣坝 老鹰山选煤厂、老鹰山煤矿、观音山铁矿、水城钢铁厂水泥厂、杉树林铅锌矿．

小河边 水城铁厂、小河煤矿．

火铺 火铺选煤厂、火铺煤矿、火铺电厂、盘江化工厂、盘县特区磷肥厂．盘

盘关 老屋基选煤厂、老屋基煤矿、山脚树煤矿、月亮田煤矿、山脚树矸石砖厂．

县
土城煤矿．土城

六 六枝 地宗煤矿、地宗选煤厂，六枝煤矿、凉水井煤矿、四角田煤矿、六枝电厂．

枝 木岗 木岗煤矿、化处煤矿、大用煤矿(1988年停产)．

二、乡镇企业污染源

1984年以来，全市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土法炼焦，土

法炼铅锌和小煤窑大量的开采，这些企业无治理措施，对环境的污

染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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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法炼焦。六盘水土法炼焦历史较久，但数量极少

零星。1956年水城铁厂土法炼焦车间投产，年产土焦2万吨

年，全市产土焦78万吨，1988年达到105．05万吨。

土法炼焦最集中的区域：水城有汪家寨、红桥、那罗寨、

六枝有中寨、郎岱、落别；盘县有拖长江、乌都河、楼下河片

量比例为：盘县土焦产量占全市土焦总量的70％，水城占26

枝占4％。产量与污染程度成正比。

土法炼焦遍地开花，成为全市居第二位的大气污染源。土法炼

焦的成焦率不到50％，煤炭中大量有毒有害成份(实际上是宝贵的

化工生产原料)随烟气扩散到空气中，造成大气污染。按照1985年

产95万吨土焦计算，排向大气中的烟气38800万标立方米，二氧化

硫194吨，氮氧化物358吨、一氧化碳320．1吨，硫化氢128吨、苯

类155吨、氰化物68吨、粉尘4850吨。

1988年排放的污染物比1985年增加10％左右。如果遇到雨水

冲淋焦炭，含有酚、氰、硫的废水也会造成对周围环境的再度污染。

根据1985年污染普查，六枝中寨二焦厂、落别焦厂、已酉联合

焦厂附近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酚，等标污染负荷占1300以上，居六

枝煤炭行业之首，国营煤炭行业污染则居其后。

盘县拖长江、乌都河、楼下河三个片区的土法炼焦，废水中酚

的等标污染负荷占6000至40000，硫化物和化学耗氧量也居盘县煤

炭行业之首。．大气污染物中的硫化氢的等标负荷也在10000至

20000之间，是盘县特区主要污染源之一。

水城那罗寨、汪家寨、红桥的土法炼焦，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

响极大，那罗寨至汪家寨公路沿线遍布土焦炉，山上植被遭到破坏，

致使水土流失严重。

(二)土法炼铅锌。土法炼铅锌的历史．在水城比较悠久。清末

和民国初年．观音山、杉树林、双水、野钟等产铅锌矿的地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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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进行土法冶炼，但地点分散，规模不大。解放初期到80年代初，

基本上停止了土法冶炼铅锌。

1984年乡镇企业兴起，水城片区开始出现马糟炉冶炼锌。大湾、

小湾、二塘陆续建起8个土炉，废渣任意排入三岔河。1986年锌锭

大幅度涨价，土炉子发展较快，在水城德坞、杉树林、马萝箐等地

又陆续建起一批爬坡炉。土法炼铅锌，实际上铅全部随烟气和废渣

散失，锌的回收率也只有20—40％。在炉子周围的大气中含铅4～

6毫克／立方米(标准为0．0007毫克／立方米)、氟化物3—4毫克／立

方米(标准为0．007毫克／立方米)、汞0．05毫克／立方米(标准为

0．003毫克／立方米)、镉2—3毫克／立方米(标准为0．05毫克／立方

米)、二氧化硫6毫克／立方米(标准为0．6毫克／立方米)。一般都超

过国家规定的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10—30倍。

(三)小煤窑。本世纪50年代，盘县小煤窑采煤炼焦，销往昆

明、贵阳等地。因产量不大，造成的污染有限。80年代初，有较大

的发展。1985年全市小煤窑原煤产量为355万吨，污染加重。到1988

年小煤窑原煤产量达481．8万吨，其中六枝81．5万吨，水城160．3

万吨，盘县240万吨。小煤窑一般都没有井下废水处理设施，容易

污染地面水。污染较重的地方有六枝中寨、己酉、落别，盘县乌都

河流域，水城大湾至大河一带。

第二节 水体污染

一、地面水污染

六盘水市境内流程1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3条，与生产建设和

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有6条，这6条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一)三岔河：发源于威宁县香炉山，过境长度134公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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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80．5立方米／秒。河流两岸沿途建有顶拉煤矿、木冲沟

塘电厂、水城发电厂、汪家寨煤矿、汪家寨选煤厂、水城

矿务局中心医院、大河煤矿、红旗煤矿、水城钢铁厂等，这些厂矿

的工业用水都取之于三岔河，沿岸农业灌溉用水取之该河。

1970年以前，三岔河虽然受到顶拉煤矿，木冲沟煤矿和汪家寨

煤矿井下废水的污染，但在矿井建设初期，污水量小，河水承受能

力和自净能力较强，河中仍有不少鱼群和其它水生生物。1970年汪

家寨煤矿和选煤厂投产后，每天18000吨矿井废水和6000吨洗煤废

水涌进三岔河。加上大河煤矿和红旗煤矿的井下废水，以及1974年

投产的木冲沟煤矿和1975年投产的顶拉煤矿的废水，三岔河被严重

污染，变成了“黑河”。

1974年水城发电厂第一台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投入试生产后，

将部分粉煤灰直接排入三岔河，加重污染程度。1978年，水城发电

厂第二台机组投产，粉煤灰量增加，加之电厂的第一灰场漏灰，不

具备贮灰条件，从1979年开始，每天向三岔河排入粉煤灰约400吨。

这样，在大河镇以上河段，每天就有4．2至5万吨的工业废水排入

三岔河，加上生活废水和小煤窑、小土焦的有害废水，整个废水量

占河水流量的七分之一，枯水期所占的比例更大。排入河中的煤泥

和粉煤灰严重污染水质。水城发电厂以下河水中的悬浮物含量高达

932毫克／升。1987年河流悬浮物平均268毫克／升。水质恶化，鱼

虾灭绝，人畜不能饮用，农灌受到影响，作工业用水也必须经过处

理。

(二)小河：发源于水城观音山，流经滥坝、老鹰山、小河边等

区、镇。年平均流量为1．5立方米／秒。流量虽小，却是四个区、镇

农灌水源。1970年以前也是水城铁厂的工业水源。

小河水被污染的情况是从下游到上游分级出现的。1955年水城

铁厂投产，每天约1700吨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排入河中。1958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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