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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夏沿黄地区生态功能重要ꎬ但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ꎻ环境质量总体为全国平均水平ꎬ但局部局地环境污染问

题突出ꎻ部分自然资源具有一定优势ꎬ但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偏低ꎮ 近年来ꎬ沿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扎实推进ꎬ但受本

地自然本底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影响ꎬ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任务仍然艰巨ꎮ 我国相关部门应围绕生态建设与

修复、环境保护与治理、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三大领域ꎬ统筹谋划、系统治理、协同推进ꎬ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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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ꎮ ２０１９ 年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ꎮ 治理黄河ꎬ重在保护ꎬ要在治

理ꎮ 应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ꎬ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ꎮ 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流域地区(以下

简称宁夏沿黄地区)包括银川市贺兰县、金凤区、
灵武市、西夏区、兴庆区、永宁县ꎬ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惠农区、平罗县ꎬ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ꎬ以
及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ꎮ 本地区是西北地区

重要生态保护屏障ꎬ对维护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生

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高度重视沿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ꎬ综合施

策、压实责任ꎬ打响新时代黄河保卫战ꎬ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ꎮ 但受限于自然本底条件

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ꎬ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仍然艰

巨ꎮ 本文在分析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问

题基础上提出相关的保护思路ꎮ

１　 生态环境现状

１ １　 生态功能和地位非常重要

宁夏沿黄地区位于西北内陆、黄河中上游地

区ꎬ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交界处ꎮ 本地区位于

季风区西缘ꎬ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ꎬ为寒冷气流南

下要冲ꎮ 沿黄地区西、北、东面皆有沙漠ꎬ处于风

沙进入内陆腹地的咽喉要道ꎬ是我国防风固沙的

重要区域ꎮ 本地区平原绿洲既是阻断沙漠延伸扩

展的生态屏障ꎬ又是保护黄河河道、维护黄河中下

游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ꎮ 由于沿黄地区地处我国

荒漠和草原的过渡地带ꎬ降水稀少ꎬ蒸发量大ꎬ不
考虑黄河过境水量的情况下地表水资源量少ꎬ水
资源较为匮乏ꎮ 河流水资源不足影响水环境容

量ꎬ在同等污染条件下ꎬ水量少的流域水环境质量

必然更差ꎬ而遇到丰水期时ꎬ水环境质量则明显偏

好ꎮ 由于紧邻腾格里、乌兰布和、毛乌素等沙漠

(沙地)ꎬ遇到大风天气ꎬ以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
为首的大气指标浓度必然偏高ꎮ 无论从宁夏沿黄

地区自身生态作用还是从生态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来看ꎬ其生态功能和地位都十分重要ꎮ
１ ２　 环境质量总体为全国平均水平

整体而言ꎬ宁夏沿黄地区内环境质量为全国

平均水平ꎮ 水环境方面ꎬ黄河干流水质优良ꎬ支
流、湖泊、沟渠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黄河干流宁夏段监测的 ６ 个国控断面均为Ⅱ类优

水质ꎮ 近 ５ 年来ꎬ黄河干流水质没有超出考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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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１]ꎮ 大气环境方面ꎬ空气质量基本为全国平均

水平ꎬ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ＳＯ２)指标高于

均值[１－２]ꎮ ２０１８ 年ꎬ宁夏沿黄地区各市 /区(含宁

东)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７５ ６％ꎬ全国

平均为 ７９ ３％ꎮ 除 ＰＭ１０、ＳＯ２ 两项指标外ꎬ沿黄

地区平均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二氧化氮(ＮＯ２)、一
氧化碳(ＣＯ)、臭氧(Ｏ３)浓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浓

度持平ꎮ 近年来ꎬ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气污染治理

呈高压态势ꎬ数据显示ꎬ各城市 ＳＯ２ 浓度普遍大幅

度下降ꎮ 除此之外ꎬ一般监测指标下ꎬ土壤环境、
声环境、电磁环境等其他指标基本处于正常水平ꎮ
１ ３　 部分自然资源具有一定优势

宁夏沿黄地区煤炭、土地资源具有一定优势ꎮ
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探明储量 ３４８ １ 亿吨ꎬ列全

国第 ６ 位ꎮ 全区有宁东含煤区、贺兰山含煤区、香
山含煤区、宁南含煤区ꎬ前三者主要分布在沿黄地

区ꎮ 宁东基地集中了本区主要的煤炭资源ꎬ约占

宁夏探明总量的 ８５％ꎮ 宁东被确定为国家 １４ 个

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９ 个千万千瓦级大型

煤电基地之一和 ４ 个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之一ꎬ
煤炭和依托煤炭资源的产业优势突出ꎮ 除此之

外ꎬ宁夏沿黄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ꎬ其中ꎬ地区

耕地面积占全自治区耕地比重超过三分之一ꎬ
农产品主产区主要集中在此区域ꎮ 本地区耕地

占区域总体面积的 １５ １９％、人均耕地面积

０ ０９８ 公 顷ꎬ 均 超 过 同 期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１４ ０５％、０ ０９７ 公顷①ꎮ 另外ꎬ宁夏沿黄地区风、
光、热资源也较为丰富ꎮ

２　 生态环境存在问题

２ １　 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２ １ １　 水土流失问题依然突出

多年来ꎬ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推动水土流失

治理工作ꎬ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目前ꎬ宁夏南部山区重点治理任务已逐步完成ꎬ中
北部地区的治理份额开始加大ꎬ而沿黄地区正居

于此ꎮ 由于宁夏沿黄地区干旱少雨、蒸发剧烈、风
大沙多等自然本底条件ꎬ尤其是常用的灌溉治理

措施受到水资源约束ꎬ再加上人为不合理的垦、
牧、伐、占等因素ꎬ水土流失治理难度较大ꎮ 以

１９８３ 年水土流失统计数据为基准来看ꎬ目前ꎬ沿
黄地区仍有占地区总面积 ４３ ８４％的水土流失面

积尚待治理[３]ꎮ 为了便于了解其区位分布特征ꎬ
利用遥感数据和 ＡｒｃＧＩＳ“自然间断点”聚类方法

等进行分析ꎬ发现宁夏沿黄地区沙坡头区、贺兰山

区潜在及现状水土流失面积较广、程度较重ꎮ 除

此之外ꎬ中宁县、青铜峡市、灵武市均分布有一定

较高程度水土流失区域ꎮ 对比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数据ꎬ沿黄地区水土流失状况有一定局部调整ꎬ主
要体现在较低水土流失区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增

长ꎬ与此同时ꎬ无水土流失区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减少ꎮ 无水土流失区域的减少尤其表现在沙坡头

区、中宁县和青铜峡市的沿黄河一带ꎬ其水土流失

问题有所增加ꎬ从无水土流失转为较低水土流失

状态ꎮ
２ １ ２　 土地荒漠化形势较为严峻

与水土流失原因类似ꎬ宁夏沿黄地区自然地

理条件、人为作用等综合因素导致土地荒漠化问

题较为突出ꎮ 同样利用遥感和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其荒

漠化程度和分布ꎬ发现宁夏沿黄地区荒漠化问题

较为突出ꎮ 其中ꎬ沙坡头区、灵武市和中宁县较高

程度荒漠化面积较大ꎬ而青铜峡市、惠农区、大武

口区、平罗县、兴庆区、利通区等均有一定范围较

高程度荒漠化面积ꎮ 对比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数

据ꎬ沿黄地区荒漠化状况有一定局部调整ꎬ主要表

现在重度荒漠化区域有所减少ꎬ与之对应ꎬ中度荒

漠化区域有所增多ꎮ 其中ꎬ灵武市部分区域、中宁

县南部、利通区南部和沙坡头区中南部从重度荒

漠化转为中度荒漠化较为明显ꎮ 与之相对ꎬ青铜

峡市西部、中宁县北部和沙坡头区北部有从中度

荒漠化转为重度荒漠化的态势ꎬ尤其是靠近内蒙

古边界区域ꎬ有重度荒漠化集中连片趋势ꎮ 大武

口区和惠农区北部、平罗县和兴庆区东部等接近

内蒙古边界区域也存在同样问题ꎬ青铜峡市、中宁

县和沙坡头区沿黄河一带中度荒漠化区域正逐渐

增多ꎮ

２６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宁夏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中人口、土地、耕地数据测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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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　 湿地生态功能呈现退化态势

相对于周围其他区域ꎬ宁夏沿黄地区内湿地

资源较为丰富ꎮ 近年来ꎬ宁夏沿黄地区部分区域ꎬ
尤其是银川建成区内ꎬ湿地面积有所增加ꎮ 但是ꎬ
整体而言ꎬ宁夏沿黄地区内湿地的功能呈退化态

势ꎮ 首先ꎬ湿地破碎化问题明显ꎮ 受农田垦占、城
市扩张、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影

响ꎬ湿地空间受到一定程度侵占ꎬ功能的完整性和

稳定性受到破坏ꎮ 其次ꎬ宁夏地区蒸发量大且水

资源紧缺ꎬ湿地水体补给不足、流动性差ꎬ再加上

受局部水系污染、农田退水、渔业养殖、农药化肥

过量使用、生活工业废水排放等影响ꎬ湿地水体水

质下降ꎮ 整体而言ꎬ宁夏沿黄地区内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呈下降态势ꎮ
２ １ ４　 自然灾害类多面广频率高

宁夏沿黄地区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

高ꎮ 境内气象气候灾害、地质地貌灾害复杂多样ꎬ
造成的经济社会危害尤为严重ꎮ 宁夏沿黄地区

内ꎬ气象气候灾害主要有干旱、暴雨洪水、大风、霜
冻、沙尘暴、雷电、寒潮、冰雹、连阴雨等ꎻ地质地貌

灾害主要有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塌
岸、崩塌等ꎮ 贺兰山区及沿黄一线容易发生暴雨

引发的洪涝灾害ꎮ 石嘴山、银川、吴忠三市地震基

本烈度为Ⅷ度及以上ꎮ 除此之外ꎬ草原火灾、鼠
害、虫害等灾害也较为突出ꎮ 受本地气候条件、土
壤状况以及灌溉和土壤耕作方式等影响ꎬ土壤盐

碱化问题明显ꎮ
２ ２　 局部局地环境污染较重

２ ２ １　 支流湖泊水体存在不同程度污染

宁夏沿黄地区黄河干流水质总体优良ꎬ主要

支流、湖泊总体为轻、中度污染ꎬ入黄排水沟总体

为重度污染ꎮ 沿黄地区主要入黄支流中ꎬ都斯兔

河的乌陶公路桥断面为劣Ⅴ类ꎬ不满足考核目标ꎮ
重要湖库水质中ꎬ Ⅲ 类、 Ⅳ 类水质比例均为

３５ ７１％ꎬ其中ꎬ星海湖北域断面为劣Ⅴ类ꎬ典农河

南绕城高速公路旁 (西夏区—金凤区) 断面为

Ⅴ类ꎬ沙湖为Ⅳ类ꎬ均不满足考核目标ꎮ １３ 条主

要入黄排水沟存在极重度污染劣Ⅴ类水质比例高

达 ５３ ８５％ꎬ重度污染排水沟主要集中在银川市

和石嘴山市ꎮ 排水沟水质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内差

异较大ꎬ丰水期水质要明显优于枯水期水质ꎬ意味

着水量丰沛程度对水质的影响较大ꎮ 上述局部水

体污染是产业排放、生活污染、自然本底条件、干
湿沉降等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２ ２ ２　 以 ＰＭ１０为首的大气指标浓度偏高

宁夏沿黄地区空气质量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

持平ꎬ但是ꎬ可吸入颗粒物 ( ＰＭ１０ ) 和二氧化硫

(ＳＯ２)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ꎮ ２０１８ 年ꎬ宁夏沿黄

地区 ＳＯ２ 和 ＰＭ１０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 １ ８ 倍和

１ ５ 倍ꎮ ＳＯ２ 浓度值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银川—
石嘴山—宁东周围ꎮ 据测算ꎬ这一区域 ＳＯ２ 主要

来自工业排放(占比 ８８ １％)ꎬ其中ꎬ工业排放又

以煤炭和热力生产与供应(占比 ４１ ７％)、石化及

化工 (２５ ９％)、轻工业 (１４ ５％) 三大行业为主

体[４]ꎮ 除受工业燃煤影响外ꎬ宁夏沿黄地区 ＰＭ１０

的浓度受自然本底影响较大ꎮ 本地东、北、西部被

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包围ꎬ尤
其当西北强冷空气入境时ꎬ不可避免会出现沙尘

天气ꎬ与此同时 ＰＭ１０的浓度随之攀升ꎬＰＭ２ ５的浓

度也会有一定程度升高ꎮ ＮＯ２、ＣＯ、Ｏ３、ＰＭ２ ５等指

标在银川及其周边地区数值明显偏高ꎮ 据测算ꎬ
ＮＯｘ 主要来源于工业源与机动车尾气ꎬＣＯ 主要

来源于机动车尾气ꎬＯ３ 主要来源于工业源与机动

车尾气ꎬＰＭ２ ５受工业燃煤和扬尘影响较大ꎮ
２ ２ ３　 农业面源污染较重且易形成复合影响

宁夏沿黄地区内耕地较为集中ꎬ宁夏的国家

级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沿黄河这片区域ꎮ 与

此同时ꎬ这一区域城镇和产业相对密集、水系沟渠

纵横、湿地沿黄河分布广泛ꎮ 农业面源污染极易

与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相结合ꎬ对水环境和沿黄

地区生态造成复合影响ꎮ 宁夏农业面源污染主要

集中在地膜残留、畜禽粪便污染和化肥施用量过

高等方面ꎮ 近两年ꎬ自治区在残膜、粪污、秸秆资

源化利用以及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等方面开展治

理ꎬ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ꎮ ２０１７ 年数据显示ꎬ在整

个宁夏回族自治区范围内ꎬ化肥、农药实现了零增

长ꎬ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８８％ꎬ农作物秸

秆利用率达到 ８３％ꎬ残膜回收率达到 ９０％[５]ꎮ 但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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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由于基础值偏高ꎬ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仍然在较

大程度上存在ꎮ 以化肥施用为例ꎬ沿黄地区单位

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要高于自治区平均

值ꎬ且远高于全国平均值ꎮ ２０１７ 年ꎬ沿黄地区单

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宁夏平均值的

１ ６８ 倍ꎬ是全国平均值的 ４ ５３ 倍ꎮ 银川市兴庆

区、金凤区、西夏区的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

施用量高达 ２ ４３ 吨 /公顷ꎬ是宁夏平均值的

２ ５６ 倍ꎬ全国平均值的 ６ ８９ 倍ꎮ
２ ３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问题突出

２ ３ １　 水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不高并存

宁夏沿黄地区降水稀少、地表水资源量少

(不考虑黄河过境水量)、蒸发量大ꎬ水资源匮乏ꎮ
２０１７ 年ꎬ沿黄经济带各地级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 / １２ ~ １ / ２８②ꎮ 沿黄地区供水主

要来源于黄河水ꎮ 以黄河灌区为例ꎬ２０１７ 年ꎬ黄
河水占总供水量的比例高达 ９３ ４％ꎮ 虽然水资

源短缺ꎬ但是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ꎮ 从耗水量看ꎬ
沿黄经济带各地级市人均耗水量是全国平均值的

２ １ 倍~３ １ 倍ꎬ每万元 ＧＤＰ 耗水量是全国平均

值的 １ ５ 倍 ~５ １ 倍[６－７]ꎮ 除耗水量外ꎬ用水量指

标也同样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耗水总量中农业

耗水占据绝大部分比重ꎬ以黄河灌区为例ꎬ２０１７ 年ꎬ
农业耗水量比例为 ８６ ４０％ꎮ 虽然近年来农业耗

水比例有所下降ꎬ但整体比重仍然较高ꎬ且具有一

定的波动性ꎬ受当年气象条件影响较大ꎮ 由于水

利基础设施薄弱ꎬ灌溉水利有效利用系数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ꎮ 以农业耗水量占全宁夏农业耗水量

９６％的黄河灌区为例ꎬ主要水利设施大多是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６０ 年代在旧有的基础上整修、改造、
扩建而成的ꎬ工程标准低ꎬ工程带病带险运行ꎬ安
全供水保证难度大ꎮ 由于投资不足ꎬ工程老化失

修严重ꎬ输水效率低、水量损失大ꎮ 除此之外ꎬ引
黄灌区种植结构以玉米和水稻为主ꎬ水稻面积约

１２０ 万亩~１３０ 万亩ꎬ用水量大、时段集中ꎮ 另外ꎬ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ꎬ本地中

水回用率仅 ２０％左右ꎮ 通过对用水总量、地下水

供水量、水质、地下水超采等指标进行评价ꎬ结果

显示ꎬ宁夏沿黄地区各地水资源基本处于超载和

临界超载状态ꎮ 地下水超采区主要集中在石嘴山

市和银川市ꎮ
２ ３ ２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低

鉴于数据可获取性原因ꎬ在此用单位耕地面

积产出的第一产业产值、单位居民及工矿用地面

积产出的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评估沿黄

地区土地利用效率ꎮ 结果表明ꎬ宁夏沿黄地区高

于宁夏平均水平ꎬ但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单位

耕地面积产出的第一产业产值ꎬ全国是宁夏沿黄

地区的 １ ２９ 倍ꎻ单位居民及工矿用地面积产出的

非第一产业产值ꎬ全国是宁夏沿黄地区的 １ ４０ 倍ꎮ
工业园区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也较突出ꎮ
２０１５ 年ꎬ工业园区土地投资强度为 ９ １ 亿元 / ｋｍ２、
投入产出强度为 ５ ４ 亿元 / ｋｍ２ꎬ投入产出较低ꎬ
土地低效利用问题突出③ꎮ 以投资强度为例ꎬ我
国中东部大部分园区入园标准要求投资强度至

少３０ 亿元 / ｋｍ２ ~ ４５ 亿元 / ｋｍ２ꎬ 是宁夏本地的

３ 倍~５ 倍ꎮ 除此之外ꎬ本地部分园区内企业分布

零散ꎬ未形成连片的规模用地ꎬ存在用地浪费隐患ꎮ
２ ３ ３　 能耗双控和固废治理压力较大

宁夏沿黄地区能源尤其煤炭资源丰富ꎬ依托

自然资源优势ꎬ本地高载能产业较多ꎮ 另外ꎬ从当

前经济发展阶段来看ꎬ宁夏正处于并将较长时期

处于工业化阶段ꎬ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消耗较

多能源及其他资源ꎮ 除此之外ꎬ宁东地区煤化工

行业对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有重要意义ꎬ有进一步

发展的必要ꎮ 受上述因素影响ꎬ宁夏沿黄地区能

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考核指标完成压力较大ꎮ
２０１７ 年ꎬ宁东基地和石嘴山市均有指标未完成ꎮ
尤其是宁东基地 ２０１７ 年能耗实际增量高达

７６７ ７ 万吨标准煤ꎬ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不降反升了

２６ ６７％ꎮ 随着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制烯烃、外送

电等重大项目建成投运ꎬ能耗双控压力将越来越

大ꎮ 除能耗外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问题同样凸

显ꎮ ２０１７ 年ꎬ宁夏沿黄地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４６

②
③

鉴于数据可获取原因ꎬ沿黄地区数据暂用其所涉及的各地级市数据粗略代替ꎮ
此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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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 ３５ ９６％ꎬ重新回到高速增长区间ꎮ
部分区域固体废弃物处理空间不足ꎬ而新增量又

较大ꎬ固体废弃物处置面临较大压力ꎮ

３　 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思路

应围绕生态建设与修复、环境保护与治理、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三大领域ꎬ统筹谋划、系统治理、
协同推进ꎮ
３ １　 突出系统治理ꎬ多领域协同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

牢固树立自然、经济、社会是综合统一体ꎬ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系统观ꎬ统筹考

虑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出现的各类

问题ꎮ 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ꎬ尤其是

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ꎬ往往不在于生态环境

本身ꎬ而是由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所带来ꎬ因此必

须以经济社会领域的绿色发展为解决突破口ꎻ又
要考虑到宁夏沿黄地区以 ＰＭ１０为首的大气指标

浓度偏高、支流沟渠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问题突

出等资源环境问题ꎬ一定程度上受本地区特有的

自然生态背景影响ꎬ而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又进

一步影响生态功能的发挥ꎮ 因此除从本领域着手

解决问题外ꎬ还必须考虑生态、资源、环境领域之

间的解决方案ꎻ还要考虑到山水林田湖草统一构

成了整体生态体系ꎬ任何领域的变化都将对整体

生态系统产生影响ꎮ 因此ꎬ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各

要素必须跳出一隅、统筹考虑ꎮ
３ ２　 强化重点ꎬ着力解决紧迫、关键、战略性环节

根据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本底条件特征以

及基本现状ꎬ应以当前紧迫需要解决、对全局至关

重要、具备长远作用的环节为出发点ꎬ积极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与管理ꎮ 宁夏沿黄地区生态方面存在

水土流失问题突出、荒漠化问题严峻、湿地生态功

能退化、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等问题ꎻ环
境方面存在局部湖库和沟渠污染较重、部分大气

指标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大等问题ꎻ资
源方面存在水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不高并存、土
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低、能耗总量及强度

“双控”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治理压力较大等问题ꎮ
另外ꎬ随着本地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ꎬ生态环境

面临产业污染、耗能、破坏生态的压力较大ꎮ 必须

强化重点ꎬ着力解决上述突出性问题ꎮ
３ ３　 尊重自然规律ꎬ强调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

作用

在宁夏沿黄地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过程

中ꎬ要始终尊重自然规律ꎬ强调生态环境的自我修

复作用ꎮ 在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中ꎬ对适宜地

区强调封禁保护ꎬ强化自然修复作用ꎮ 在湿地功

能退化治理中ꎬ对适宜地区强调生态补水ꎬ以提高

水体水环境容量ꎬ保障湿地生态服务功能ꎮ 在湖

库和沟渠、农业退水污染治理中ꎬ除生态补水外ꎬ
通过建设生态渠道、生态护岸ꎬ以及在入黄口和污

水处理设施末端建设人工污水处理湿地等措施ꎬ
强调自然修复作用ꎮ 在可吸入颗粒物防治过程

中ꎬ强调城市上风向的绿化体系建设ꎬ通过构筑自

然生态屏障和营造局地小气候ꎬ推动大气污染防

治ꎮ 在资源利用过程中ꎬ强调各类废弃物的循环

化、多元化利用ꎬ实现资源节约ꎮ 例如ꎬ将贺兰山

山洪合理转化为湖泊湿地绿化等的生态补水ꎬ实
现可持续利用ꎮ
３ ４　 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ꎬ变被动保护为协同

建设

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过程中ꎬ应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ꎬ尽量避免被动

保护ꎮ 例如ꎬ生态建设过程中ꎬ黄河生态廊道是典

型的金岸长廊ꎬ通过保护好黄河沿线的山河、湖
泊、湿地、沟渠水系、森林草原、稻田等自然和人工

生态系统ꎬ结合本地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ꎬ可以

打造出享誉全国的知名景点ꎬ实现在保护中发展ꎮ
再如ꎬ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ꎬ通过堆肥发酵还

田、能源沼气利用、沼液沼渣还田等举措ꎬ既能降

低污染ꎬ还能实现资源再利用降低养殖成本ꎮ 还

如ꎬ在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过程中ꎬ再生水、苦咸水、
矿井水、雨洪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使用ꎬ既能实现

既有水资源的节约ꎬ又能降低污染、减少生态破

坏ꎬ实现变废为宝、一举多得ꎮ

４　 研究结论

宁夏沿黄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

界地带ꎬ黄河贯穿其中、贺兰山屹立于西北ꎬ独特

的自然地理风貌孕育了富饶美丽的塞上江南ꎮ 近

年来ꎬ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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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成效ꎬ但受本地自然本底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

特征影响ꎬ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仍然艰巨ꎮ 本文在

分析宁夏沿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基础上认

为:宁夏沿黄地区生态功能重要ꎬ但自然生态系统

较为脆弱ꎻ环境质量总体为全国平均水平ꎬ但局部

局地环境污染问题突出ꎻ部分自然资源具有一定

优势ꎬ但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偏低ꎮ 近年来ꎬ宁夏沿

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扎实推进ꎬ但受客观因

素影响ꎬ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任务仍然艰巨ꎮ
因此ꎬ应突出系统治理ꎬ多领域协同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ꎻ强化重点ꎬ着力解决紧迫、关键、战略性环

节ꎻ尊重自然规律ꎬ强调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作

用ꎻ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ꎬ变被动保护为协同建

设ꎮ 除此之外ꎬ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自然资

源本底客观条件等影响ꎬ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除

地方自身发力外ꎬ外部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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