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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蒋朝晖

每到冬季，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海埂大
坝总是人流不断，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乐于
把欣赏滇池风光、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嬉戏
作为旅途一大美事。

这一动人景象的持续演绎，得益于昆
明市在推进滇池保护治理工程中不断加大
环湖生态建设力度，使滇池流域生物多样
性恢复进程不断加速。

截至目前，滇池湖滨湿地物种数量与
2006 年底相比增加约 25%，包括多种云南
省新纪录在内的鸟类共计 140 多种，银白
鱼等部分滇池土著鱼类种群数量开始得到
恢复。

■总生物量急剧下降
□“四退三还”改善环境

随着滇池生态破坏和水体污染加重，
某些土著物种在滇池水体和湖滨消失，水
生植被分布面积大幅度萎缩，局群密度下
降，总生物量急剧下降，耐污物种（篦齿眼
子菜、穗状狐尾藻等）逐渐占据优势，外来
物种入侵加剧。

昆明鸟类协会秘书长赵雪冰告诉记
者，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滇池鸟类群落
和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都经历了巨大变
化，大量水塘、沼泽消失，滇池湖滨带几乎
丧失殆尽，使很多水禽失去了理想的栖息
地，部分水禽消失。

有关资料显示，20 世纪 60 年代，滇池
流域土著鱼类有 26 种，到 2000 年底已减少
到 11 种，其中只有 4 种生活在滇池湖体。
绝大部分土著鱼消失，有的甚至被认为灭
绝，直接导致滇池土著鱼在滇池生态系统
功能的丧失。

一直以来，昆明市在推进滇池保护治
理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滇池流域和环湖生态
建设，全力实施“四退三还”（即通过退塘、
退田、退人、退房，实现还湖、还林、还湿
地），建设截污、治污系统共同构成滇池流
域水污染防治体系，削减进入滇池的面源
污染负荷，并建设了多个人工湿地。

目前，昆明市已建成滇池湖滨生态带
5.4 万亩，湖滨原有鱼塘已经全部清退并转
变为库塘湿地，农田和大棚用地等已转变
为生态湿地和林地，重建湖滨生态系统初
步完成。

《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还将滇池环湖
生态带区域设为滇池的一级保护区，以法

律的形式对其进行保护。

■生物多样性不断恢复
□消失30年野生鸬鹚再现

随着滇池环湖生态建设持续开展，
湖泊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稳定性得
到提升，滇池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
逐渐恢复。

“四退三还”生态建设工程的成功
实施，使滇池湖滨带植被覆盖率大幅提
升，从建设前期的 13%增加到建设后期
的 80%，增幅达 67%。

同时，滇池湖滨湿地植物物种数量
呈明显增加的趋势，从建设前期的 232
种增加到建设后期的约 290 种，物种数
量增加了约 25%。

据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何锋说，虽然增加的物种以园林绿
化植物为主，但由于水质改善，自然环
境中一些本已消失的沉水植物，由于原
有种子库萌发又得以出现，目前在滇池
部分湖湾仍有一定面积存在。

记者在滇池草海看到，几十株人工
引种的海菜花竞相开放。这原本是滇
池一景的海菜花，目前在滇池部分水域
和入湖河道得到一定恢复和保护。

滇池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使得在滇
池栖息、越冬的鸟类明显增多。近年
来，在滇池周边记录到鸟类 140 多种，
其中包括多种云南省新纪录的鸟类，如

三趾鸥、灰翅鸥、须浮鸥、白翅浮鸥、铁嘴
沙鸻、蒙古沙鸻、中杓鹬等。

令人欣喜的是，近期有不少市民在
滇池草海水域发现 3 只野生鸬鹚（俗称鱼
鹰）。这些鸬鹚已在此定居一个多月，每
天 入 水 抓 鱼 吃 饱 了 就 在 那 里 展 翅 晒 太
阳。

野生鸬鹚数量稀少。据滇池边渔民
说，上世纪 80 年代，滇池边还有少量野生
鸬鹚活动，之后未有发现。

赵雪冰认为，时隔 30 多年后，再次在
滇池发现野生鸬鹚，得益于滇池生态环
境的恢复和改善，以及多年来对生物多
样性的积极保护，为鸟类创造了良好的
栖息、越冬环境。

据了解，从 2011 年开始，滇池渔业行
政执法处开始加大鲢、鳙鱼及滇池土著
鱼类高背鲫的放流力度，5 年来共向滇池
放 流 鲢 、鳙 鱼 3500 多 吨 ，高 背 鲫 鱼 1 亿
尾，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银鱼、秀丽白虾
及红鳍原鲌的生存空间，改变了滇池主
要经济鱼类均为小型鱼类的生态格局。

昆 明 市 水 产 科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安 莉
说，通过近 3 年的调查，在滇池外海共收
集到鱼类 25 种，其中土著鱼类 4 种（滇池
高背鲫、泥鳅、滇池金线鲃、银白鱼）。监
测发现，银白鱼已在滇池西岸有了产卵
地，这充分说明通过实施滇池综合治理
使滇池水质改善，滇池水生生物多样性
增加。

生物多样性恢复让滇池活起来
湖滨湿地物种数量增加约 25%，土著鱼类种群数量恢复

滇池是我国重点治理的“三湖”之一和长
江上游最大湖泊，与其唯一出流河普渡河（螳
螂川）的水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同时也直接关
系着长江经济带水环境安全大局。

“十三五”期间，滇池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怎样开展？记者采访了昆明市滇池生
态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韩亚平。

韩亚平认为，滇池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任重道远。在总结近年来滇池流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主要做法和经验、查找存在不足的同
时，建议重点抓好 6个方面工作：

依法保护滇池生物多样性。制定法
律、法规、条例，从法律高度，保证滇池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实行“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重”，“谁开
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

逐步完善滇池流域截污治污体系，构
建健康水循环系统。提升现有污水收集系
统及处理系统的效率，提高污水处理厂出
水标准，将城市建设与发展对滇池水环境
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为滇池生物多
样性保护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滇池周边现有湿地进行功能分区，
构建滇池湖滨湿地生物和水生生物保育
区。针对滇池流域土著水生生物物种与其
栖息地的保存与维护，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滇
池自然湿地系统的人为干扰，逐步修复滇
池原有的已经受损伤或退化的生态系统。

以就地保护为主，有计划地建立滇池
特有物种的生境及栖息地。适当人为干
预，营造环境多样性，从根本上改变滇池土
著物种栖息地破碎和消失的状况。

对已近灭绝的濒危物种实施移地保
护。人为模拟环境，人工培植滇池特有的
濒危物种，并逐步形成能实现自我维持的
滇池特有濒危物种种群。

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治理。采取针对
性措施严控外来物种入侵，维护滇池生态
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同时加大宣传力度。

滇池生态关乎
长江经济带
——访云南省昆明市滇池生态
研究所韩亚平

本报记者赵娜北京报道
由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长江
大保护战略实施研讨会日前在
北京召开。会议旨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
神，共议保护长江大计。

与会专家就长江的生态环
境、发展建设及长江经济带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
入分析，一致认为：长江在航
运、水质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存
在隐患和危机，会议提出了保
护长江的诸多对策和建议。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倡议
发 起 成 立 长 江 大 保 护 国 际 联
盟，并发布倡议书。

成立强有力统筹机构

长江是我国第一条大河，
干流全长 6300 公里。长江经济
带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
等 11省市，包括 205万平方公里
的面积、6 亿人口，GDP 占全国
45%。所以，长江经济带的健
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认为，长江流域涉及水、路、港、
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
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
位，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

保护长江是一项系统工程，
成立强有力统筹机构，更有利于
采取强有力的具体措施。比如
制定一个全流域大保护规划等。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原副秘
书长周志中建议成立长江开发
与保护联盟小组办公室，从相关
部门、省市政府抽调人员来组建
这个机构。同时，要实行严格的
问责制。长江沿岸的每个省市
要把自己区域内的长江段管好。

也有专家建议成立一个长
江大保护的高层协调委员会，
由国家层面实施领导，将 11 个
省市的领导统一组织起来。

建立流域协调联动机制

治水需要联动，上游和下
游必须同心协力。同时，还应
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
偿制度。上游和下游之间如果
没有补偿关系，上游就没有治理
和保护的积极性。同样，谁污染
了，造成了损害，一定要赔偿。

中国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刘精松表示，要创新发展模式，
驱动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的整体

重塑和振兴。比如说，“个人只
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
发展模式应该结束了。取而代
之的，必须是流域的协同发展，
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体现国家意
志、区域需求和强力约束，并扎
实推进。

国务院参事室特聘专家徐
晓东指出，要增强系统思维，统
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
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
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发展、东
中西部互动合作，优化岸线使
用效率，把水安全、防洪、治污、
港岸、交通、景观等融为一体，
彻底解决沿江工业、港口岸线
无序发展的问题。把长江经济
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
调发展带。

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
波说：“实际上，长江经济带最
核 心 的 问 题 是 利 益 再 分 配 问
题。也就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
益、上下游利益、产业之间利益
以及个人和企业之间利益怎么
再分配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
来理解利益再分配，就是拿出
一笔钱来做利益的再分配。因
此，探索跨区域生态补偿非常
重要，也很急迫。”

长江保护需立法

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才能
真 正 保 护 长 江 。 专 家 一 致 提
出，保护长江应该抓紧时间立
法，尽早颁布《长江法》实施细
则。从法律角度对长江经济带
的绿色发展、长远发展提供制
度性的保障，才是长远之计。

还有专家建议，对污染长
江的企业进行约谈，同时每年
公布长江的保护和污染状况，
应该对长江进行动态性监督。

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
委员张文台表示：“保护长江要
有统一的法律保障，没有法律是
不行的。因此，长江需要立法，
我建议制定《长江法》。如果不
立法，长江污染问题解决起来在
有些方面就会缺乏法律依据。”

研讨会上，长江环保专家、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
提出 3 点建议：第一，成立长江
大保护国际联盟，动员国内外
的力量保护长江；第二，要推动
长江立法。有法可依才能真正
保护长江；第三，推动长江航运
油改气。长江每天有十几万艘
船在航行，动力柴油对长江污
染非常严重。

专家学者建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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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武邑新邑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电力局家属院供热站

沙河市万隆陶瓷有限公司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离柳焦煤集团朱家店煤矿

河津市康庄焦化有限公司

夏县实金建材有限公司

赤峰久联煤化工公司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

长春高新热力有限公司

淄博鑫港燃气有限公司

华信碳素有限公司

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

河南省昊利达化工有限公司

洛阳义安电力有限公司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苏龙漂染（苏州）有限公司

繁昌县芜湖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沙洋县弘旺建材有限公司（原沙
洋县明达玻璃有限公司）

沙洋弘润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柳化桂成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亚洲粘胶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旺苍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云南省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咸阳西区供热公司

咸阳沣河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咸阳市沣河热力公司三区供热站

宝鸡市卷烟厂动力车间

环境违法情况

锅炉脱硫设施未加脱硫剂，烟气未经处理直排。

2台6t/h锅炉运行时，脱硫碱液池未加碱，经检测，其pH值仅为2左右，无脱硫效果。

5号窑炉正在生产，配套脱硫设施未运行，烟气直排；烧制等生产环节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

该企业焦化三厂二氧化硫日均浓度超标3倍；自备电厂无组织排放严重。

10t/h供热锅炉脱硫除尘设施未运行，烟气直排。

该企业焦炉四处冒烟，串漏及无组织排放较为严重，烟尘排放明显。

该企业私设隧道窑烟气旁路，擅自打开脱硫除尘塔烟道应急盖板，烟气直排。

该企业焦炉烟气二氧化硫超标排放。

该企业建有2座6米焦炉，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4#、5#锅炉未建设脱硝设施，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该企业自动监控数据显示1#、2#锅炉氮氧化物均超标排放。

10月20日启炉以来，自动监控历史数据显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种污染物均有超
标排放情况。

该企业焦炉未建设脱硫设施，二氧化硫长期超标排放。

碳素成型车间，无组织排放严重，有黑烟冒出。

该企业2、3号浮法玻璃生产线窑炉脱硫、脱硝设施不稳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多日超标。

该企业锅炉烟气双碱法脱硫设施未产出脱硫产物，运行不正常。

2台135MW机组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未建设脱硝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基本直排。

2台135MW机组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未建设脱硝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基本直排。

1台8t/h燃煤锅炉水膜除尘器未设置加碱装置，烟气未经脱硫排放。

2台烧结机机尾烟气均未处理直接排放；2座高炉炉顶无组织排放严重。

该企业2条生产线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均未建脱硝脱硫设施，未安装在线监控设备，窑尾烟
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未严格落实沙洋县人民政府2015年5月31
日前关停的要求，截至2015年12月17日现场检查时仍在生产。

该企业共建有2条900t/d浮法平板玻璃生产线，均以石油焦为燃料。1#生产线于2013年3月
建成投产，超期试生产，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已建成脱硫除尘设施，脱硝设施正在施工，
氮氧化物超标排放。2#生产线于2015年1月建成投产，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均未建成，污染物
直接排放。

该公司自备电厂有3台75t/h CFB锅炉，配套3台12MW和1台6MW发电机组。现场检查发现，
烟气自动监控氮氧化物、粉尘浓度。经查历史数据，7~11月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均
有长期超标情况。

该企业锅炉烟气未按环评要求进行脱硫处理，仅采用麻石水膜除尘。现场测定循环水pH值为2左
右，未加脱硫药剂。经中山市环境监测站突击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超标排放。

该企业2台（50MW、60MW）燃煤热电联产机组，经查自动监控数据及监督性监测报告，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长期超标排放。

该企业建有一条2500吨/日熟料生产线，SNCR脱硝设施已建成投运。由于氨水供应不及时，
2015年多次停运脱销设施，氮氧化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自动监控设施存在氮氧化物、二氧
化硫历史数据丢失现象。

该企业建有一条2000吨/日熟料生产线，SNCR脱硝设施已建成投运。7月以来多次氮氧化物
浓度超标。自动监控设施数据多处缺失，氨罐液位长期不变化。现场进行停止喷氨实验，中
控系统数据长期为352.8mg/m³，保持不变。

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严重超标排放。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锅炉未安装脱硝设施，氮氧化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

地方环保部门处罚情况

赤峰市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当地环保部门对其按日连续处罚，共罚款107万元。

当地环保部门对其按日连续处罚，共罚款102万元。

鞍山市环保局对该企业锅炉超标问题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共罚款482万元。

淄博市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茌平县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滕州市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苏州市吴江区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繁昌县环保局已立案处罚，要求限期整改。

沙洋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多次对该企业未严
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行为、超标排放等违
法行为罚款，并报请当地政府停业或关闭。沙
洋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下发关闭通知，要
求完成对该企业的关停工作。

沙洋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12月8日对企业超
标排污行为处以8万元罚款，同时责令立即停止
排污行为，并启动按日连续计罚。

2015年中山市环保局多次对该企业超标排放行
为进行处罚。2015年5月12日，对该企业下达
限期治理决定书。自6月29日起，中山市环保
局共对该司进行了11次后督察，均责令其改正
违法行为。2015年4月23日和11月12日，中山
市环保局分别两次约谈该司负责人。

企业已解决氨水供应问题。当地环保部门正对
氮氧化物直排问题调查处理。

当地环保部门已对超标排放情况和在线监测不
正常运行情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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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论研究，实践也证
明了超低排放对于污染减排的
意义。以广州为例，2014 年 9
月的媒体数据显示，通过按照
天然气发电厂标准进行“超洁
净排放”改造后，广州市 2013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的排放量同比分别削减 60%、
79%和 76%。

而据国电环保研究院副院
长朱法华对部分火电机组的环
保改造与运行费用的测算，煤
电机组规模越大，运行成本增
加越少。从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到 实 现 超 低 排 放 ，对 于
1000MW 机组需要增加的成本
为 0.96 分/kWh；600MW 机 组
需 要 增 加 的 成 本 为 1.43 分/
kWh；300MW 机 组 需 要 增 加
的成本为 1.87分/kWh。

“可以肯定的是，从减少污
染排放来看，实施超低排放的
环境效益是明显的。”高树婷表
示，虽然超低排放污染物减排成
本较大，但是从煤炭总体利用角
度看则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改
善环境质量是电厂实施超低排
放的根本目的。从特别排放限
值到超低排放，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减排量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能源
消耗的总量也随之增长。“为了
控制能源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 ，实 行 超 低 排 放 是 有 必 要
的。”范振兴表示。

推进超低排放还需做什么？

政策、制度的出台，有力地
推动了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改
造进程。同时也要看到，目前
对于超低排放改造的要求，多
数以行政文件要求为主。

据范振兴介绍，目前超低
排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规

范标准，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煤
质、机组差异较大，相关统一化
的技术及标准尚未形成，针对
我国不同区域及不同工况的超
低排放标准正在研究之中。

柴发合认为，当前火电企
业按《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或特别
排放限值达标排放是底线。在
河北等已将超低排放要求纳入
到地方《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的地区，火电企业
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达到超低
排放也是底线。

对于其余地方现有火电企
业，柴发合认为应当按照《全面
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
改造工作方案》部署和地方政
府要求，分区域、分阶段按期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对于新建燃
煤电厂原则上则应该达到超低
排放的要求。

另一方面，监测手段也是超
低排放改造下一步工作需要解
决的问题。从目前企业排放浓度
监测看，烟尘最低可达1mg/m3，监
测设备和监测规范的缺乏给超
低排放监管带来了困惑。葛察
忠介绍，针对超低排放，目前国
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符合国家
标准规范的标准测试方法，仍然
沿用《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检测技术规范(试行)》，其对于超
低排放的针对性较差。

范振兴介绍说，目前业内
正在研究先进的监测技术，如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表示，
已取得了超低排放监测技术研
究阶段性成果等。

“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超
低排放在推行过程中也会遇到
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超低排放
技术对煤质要求苛刻，有些技
术的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还需
提高等。但就总体而言，超低
排放正是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
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成效也越
来越明显。”柴发合表示。

图为消失图为消失 3030多年再现滇池的野生鸬鹚多年再现滇池的野生鸬鹚。。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供图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供图

◆ 本报记者蒋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