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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害性洪水的能量传播与它挟带的泥沙淤积2是诱发洞庭湖区生态灾害的直接和潜伏条件2从而形成了灾害链和

灾害网C而不同类型洲滩地的机械阻挡2水生植物阻流促淤及长江洪水顶托的综合作用2改变了湖泊水动力条件与泥沙

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2导致了洪水泛滥D泥沙淤积D洲滩地浮涨D生态灾害群发的恶性循环2其复合效应是水灾D沙灾D血

吸虫病D鼠灾等生态灾害群发频繁且灾情日趋严重C
关键词;灾害性洪水@泥沙淤积@生态灾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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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灾害系统论而言9灾害性洪水是一种最活跃最敏感的自然致灾因子Z它的能量传播9会经常干扰着

生态系统正常功能的运转与发挥9既可直接地给社会经济系统造成巨大危害N又可间接地危害人类赖以生

存与发展的资源环境Z如洞庭湖区与灾害性洪水相关联的洪涝灾害[沙灾[血吸虫病[鼠害[水质污染[资源

衰竭等生态灾害9在频繁的灾害性洪水和人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扰动下9群发致灾成害9其危害程度和影

响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9正在不断地削弱本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Z

\ 灾害性洪水及其致灾能力

灾害性洪水是一种比一般洪水期的峰[量大得多的突发性[重叠性的9对人类生命财产9资源与环境造

成巨大危害的水流Z洞庭湖北有长江松滋[藕池[虎渡[调弦SOQY]年堵口U四S三U口N东[南[西有湘[资[沅[
澧四水及区间五股洪水汇入9经湖泊调蓄后由湖口城陵矶泄入长江Z据此9对城陵矶站 OQYP̂ OQQQ年间的

年最高水位[最大洪峰流量及湖区洪涝成灾面积进行分析表明M当城陵矶年最高水位_RT‘PP-9最大洪峰

流量_TRPPP-Ra$时9可使湖区造成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Z可见9城陵矶水位在 RT‘PP-以上对应的洪流具

有 致灾能力9即为湖区灾害性洪水Z据此9选取城陵矶站的起点水位SbcdRO‘PP-U9年最高水位SbeU9历

年最高水位变幅SfbedW‘g]-U作为界定灾害性洪水等级的特征量9通过幂函数洪水等级公式即hO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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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历年灾害性洪水的规模等级S表 OUZ于是依据历年洪水等级j9将灾害性洪水划分为 V类M等级

nQ‘P的属特大灾害性洪水[W‘V̂ ]‘Q的等级为大灾害性洪水9等级在 Y‘P̂ W‘R之间的属中 等 灾 害 性 洪

水9oV‘Q的则为小灾害性洪水Z其发生频率分别为 OPp[Ogp[TPp及 YVpS含未构成等级的年份U9OQYP

^OQQQ年构成灾害性洪水的频率达 WVpZ由此表明9湖区灾害性洪水发生频次高9致灾能量巨大9且能在

地表产生水力侵蚀9引起水土流失N可冲击人工建筑物[工程设施9村庄[农田[城镇N可挟带占全年 QPp以

上的泥沙[悬浮物和吸附有害溶质物进入洞庭湖9淤积湖盆9污染水域[沙化土地[削弱湖泊生态系统功能Z
因 此9灾害性洪水的致灾能力可直接造成突发性灾害S洪涝灾害U也可伴生次生灾害S水污染9病疫U9还可

诱发血吸虫病[害鼠[土地沙化等迟缓性生态灾害Z

q 灾害性洪水与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关系

多种灾害同时发生或相继频繁发生9形成一个灾害群hTiZ为揭示生态灾害群发过程及其与灾害性洪水

的内在联系9这里引用生态系统中食物链和食物网的概念9把灾害群视为灾害链与灾害网来研究Z根据灾

害性洪水与生态灾害的直接或间接地内在联系9及诸种生态灾害在成链过程中所表现的危害形式9洞庭湖

区可划分 V条主要生态灾害链M

SOU灾害性洪水r洪溃决堤[涝渍r水污染灾害链Z频繁的灾害性洪水9使素称s渔米之乡t的洞庭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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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遭受洪涝灾害之苦!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安全"建国后全区共修筑 ##$个堤垸"一二线

防 洪 大 堤 总 长 达 %&’()*+一 线 大 堤 ,%$-)*."控 制 总 面 积 --/0,)*#"保 护 耕 地 /-1#2-(%3*#"人 口

-((’1%02-(%人!由于垸外湖河长期受到泥沙淤积"堤垸抗洪能力被泥沙淤积和洪水位不断壅高所削弱"
导致湖区洪溃4决堤现象频繁发生!能量巨大的溃堤洪水"使垸内的村庄4耕地4水利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

遭受冲击而成洪灾5垸内积水排泄不畅受淹致涝5低洼积水湖田与地下水抬高相接水淹时间长"稻田潜育

化和次生化而成渍灾!泛滥的洪水把垸外洲滩上的钉螺4疫水64泥沙4悬浮物带入垸内"使耕地沙化"河湖

沟渠水体受到悬浮物和疫水的污染"严重危害人身健康和资源环境!
表 7 洞庭湖区 789:;7888年灾害性洪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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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洪水X水土流失X泥沙淤积X土地沙化灾害链!灾害性洪水在汇流过程中"对地表产生水

力侵蚀"引起水土流失!长江流域中上游区水土流失面积 0#1(2-(%)*#"年土壤侵蚀总量 #(1’2-(’Y"其中

洞庭湖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1$2-(%)*#"年土壤侵蚀总量 -10-2-(’Y!暴雨径流从中上游水土流失区挟带

大量泥沙输入洞庭湖"且有大部分泥沙淤积于湖泊!据施修端运用输沙量法计算Z,["-&0/;-&&0年长江四

口和湖南四水输入洞庭湖的泥沙达 //1/#2-(’Y"其中 %&1,(2-(’Y的泥沙相继淤积于湖河口三角洲4洪道

及湖泊"导致湖区土地沙化!随着入湖泥沙的不断淤积"土地沙化类型由流动沙地逐渐转化为固定半固定

沙地"使 -’个县+市区.遭受沙害!

+,.泥沙淤积X洲滩浮涨4水生植物蔓延X湖泊生态功能退化灾害链!近 %(多年来"洞庭湖年均淤积

量4淤积体4淤积厚度分别为 (1’2-(’Y4(10$2-(’*,和 (1(-’*!促使洲滩地以 %(((3*#\Q的速度浮涨"以

-1#)*\Q的速率延伸Z%[!大面积显露洲滩与随之滋生蔓延的水生植物一道蚕食湖泊"加上人类围垦等原因

近数十年洞庭湖萎缩湖面 -$%&)*#"湖容 -#/2-(’*,"湖泊生态系统功能因此而严重衰退!主要表现在]吞

吐能力严重失调"-&#/年城陵矶洪枯水位变幅为 -%1//*"-&0%年 -/1--*"-&&’年增至 -$1#-*5调蓄能力

减弱"-&0%年湖泊天然调蓄能力达 0/(102-(’*,"-&&/年和 -&&’年大水其调蓄能力分别下降至 #0/1/2

-(’*,及 -$(1#2-(’*,"#(世纪 0(年代至 &(年代"天然调蓄能力已削弱了 ,(̂ 5行洪泄洪能力退化"在同

级水位条件下"西洞庭湖区澧水洪道津市段"-&&-年行洪量比 -&’(年减少 0(;##((*,\_"石 龟 山 至 蒿 子

港段 -&0%年过水断面 -((((*#"-&&’年减至 /$((*#"行洪能力削弱 ,,1,̂ !-&&/年总入湖洪量不及 -&0%
年"而 ,‘4$‘出湖洪量却分别偏少 ,1$2-(’*,4-0U’2-(’*,Z0[5水体自净能力削减"#(世纪 0(;$(年代洞

庭湖水质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年代后"水质变差"局部地区发生严重污染!可见"湖泊生态整体功能的退

化"极大地放大了灾害性洪水的致灾能量"进而诱发生态灾害群发!

+%.洲滩扩展X钉螺孳生4害鼠繁殖灾害链!湖区高滩沃土和水生植物的相继出露"为钉螺和东方田鼠

提供了适宜的生境条件!钉螺+abcdTefgbhgijkeblhl.是血吸虫+mcihlndldTgogkdbhcjT.唯一的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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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水中存在感染血吸虫病的钉螺时便成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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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水位波动线上下!孳生在冬陆夏水"杂草丛生的洲滩上或沟港"堤坡"涵闸等潮湿环境中!钉螺感染

区随洲滩浮涨而不断扩大#人们常因放牧"种田"捕鱼虾"打湖草及防洪抢险等活动感染患上血吸虫病!严

重危及人身健康甚至生命!故血吸虫病曾被称为$瘟神%#且无论从历史或现状看!洞庭湖区钉螺面积和血

吸虫病流行!均是我国最广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东方田鼠&’()*+(,-.+*/(-0是湖区重要农业害鼠!一般 123
繁殖一胎#其种群分布与洲滩面积及其显露时间密切相关#枯水期栖息在洲滩上!繁殖率高4春末夏初!随

着湖泊水位上涨!洲滩逐渐淹没!东方田鼠以游泳方式向防洪大堤迁移!并侵入垸内农田"危害农作物!传

播流行病疫#

图 5 灾害性洪水与生态灾害网络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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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h条 灾 害 链 则 形 成 洞 庭 湖 区 生 态 灾 害 网

&图 50!此图显示i诸种灾害 从 发 生 到 危 害 的 过 程 也 就

是它们的成链!成网过程#其过程中灾害性洪水对生态

灾害群发存在着明显的复合关系!从整体上看!各条生

态 灾 害 链 的 成 链 过 程 均 是 起 源 于 灾 害 性 洪 水!即 为 同

源灾害链4单从每条灾害链的成链过程上看!灾害性洪

水j水 土 流 失j洪 涝 灾 害j水 污 染 灾 害 链"属 于 同 步

因 果 链4灾 害 性 洪 水j泥 沙 淤 积j土 地 沙 化 和 泥 沙 淤

积j洲 滩 浮 涨j钉 螺 孳 生"东 方 田 鼠 繁 殖 这 两 条 灾 害

链均属接续多节因果链4而在泥沙淤积k洲滩浮涨!洲

滩浮涨k洪溃!决堤灾害链中!其灾害之间均具有相互

引发的关系!即为互生灾害链#再以危害方式而论!灾

害性洪水对人工建筑物与工程设施破坏"人畜伤亡"物

质 财 产 损 坏"耕 地 及 农 作 物 毁 坏 等 造 成 的 洪 涝 灾 害 为

突 发 性 灾 害4灾 害 性 洪 水 在 造 成 洪 涝 灾 害 过 程 中 诱 发

流 行病"水质污染等灾害为次生灾害&或伴生灾害04因

灾害性洪水挟带大量泥沙入湖沉积!大面积洲滩浮涨!
逐 渐 改 变 湖 泊 生 态 系 统 的 平 衡 状 况!导 致 湖 泊 生 态 功

能 退 化!钉 螺 孳 生 蔓 延!东 方 田 鼠 暴 发!土 地 沙 化 等 一

系列继发性异常现象发生而造成的灾害为迟缓性灾害

或称渐近累积式生态灾害lmn#这完全是灾害性洪水在促使生态灾害群发过程中!施加复合作用程度或方式

的不同所致#

o 灾害性洪水对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作用

湖区灾害性洪水对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作用!是通过洲滩地机械阻挡!水生植物阻流促淤和长江洪水

顶托多重正反馈作用来实现的#目前湖区洲滩地面积已扩展到 122mp5qIV1!按发育程度"高程差异及植被

类型可划分为泥沙洲滩"杂草洲滩"芦苇洲滩和防护林洲滩等类型#据观测!不同类型的洲滩地对水动力条

件及泥沙淤积的影响程度不尽一致#中低位洲滩地汛期淹没在水下!当洪峰沙峰受到中低位洲滩地机械阻

挡时!流速急剧减慢!水体挟沙能力削弱!使大部分泥沙淤积在中低位洲滩地附近!这就促进了低位洲滩地

的浮涨#洪峰沙峰受到面积大的中高位洲滩地的机械阻挡时!湖面波浪起伏!湖流"风浪等水动力条件发生

急剧变化!且通过底部回流将所掀起的洲滩泥沙向深水方向迁移!在重力作用下!泥沙淤积在泥沙洲滩地

上!加速了泥沙洲滩地的发育进程#随着洲滩地的浮涨!水生植物滋生蔓延!目前全湖区水生植物分布面积

约 5rpstu52heV1!其中芦苇"荻群落和禾草"苔草群落分别占 rqphv及 h5prv#观测表明i水生植物的茎

叶能在一定范围内消耗洪流的一部分能量!使流速减慢水体挟沙能减弱!泥沙淤积量增加#如芦苇分布密

集的洪道两侧!主汛期流速平均减慢 2pqrVwA!淤高洲滩 qxtGV!平均淤高 rp2GV!为全湖多年平均淤积厚

度的 1倍多#主汛期&txs月份0湖口城陵矶段受长江洪水顶托!使湖区高洪水位持续时间 12世纪 y2年代

较 r2年代延长 tx523!泄洪排沙量减少!湖泊泥沙淤积量增大#由此可以认为!是不同类型洲滩地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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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水生植物 阻 流 促 淤 及 长 江 洪 水 顶 托 的 综 合 作 用!改 变 了 湖 泊 水 动 力 条 件 与 泥 沙 之 间 互 为 因 果 的 关

系!导致了洪水泛滥"泥沙淤积"洲滩地浮涨"水生植物滋生"生态灾害群发的恶性循环#图 $%&并在洞庭湖

区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周而复始!循环不止&其结果是既助长了泥沙淤积和新

洲滩地的自然浮涨!又增大了自然态灾害性洪水的能量&进而放大了生态灾害群中各级灾害的致灾能量&
其 实质就是放大了生态灾害群的致灾能总量&对于某种灾害而言!它的实际致灾能量#’(%是 ’()(*+
#可致灾能量*抗灾阀能值%,对于灾害群!设有 -种#级%灾害启动!其可致灾能总量为./01

2
-

3)4
’()2

-

3)4
(3* 2

-

3)4
+3#可致灾能总量 * 抗灾阀能总量%

图 $ 洞庭湖区灾害性洪水对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作用与复合效应

5678$ 9:;<=>?=@ABC=D<;EAB;CC;<F=CB6GEGFD=@GCH==B6AI=A7F6A7JEK;ED;EF=F:;<=A<@DD;A<;=C;<=H=76<EH

B6GEGF;DG

LMA?@F=CCH==BEABG6HF?;EKGCD=>F:D;;<:EAA;HGB6N;DF6A7O6AP6EA7Q6N;D!R9=FEH?;EK6A?@FGF=F:;HEK;!SMAT

?@F=CCH==BEABG6HF?;EKGCD=>C=@DD6N;DG!U5H==BCH=VGH=V6A7B=VAEAB6FGG6HFT<EDDW6A7<E?E<6FWV;EK;A6A7!X

Y6HFB;?=G6F!Z9W?;G=CG6HFB;?=G6F![Q6N;DB;?=G6F!\5H==B<:EAA;HB;?=G6F!]JEK;B;?=G6F!̂_Y6HFB;?=G6F!̂‘

a=F6N;?=V;D#;878HEK;CH=V!GF=D>WVEN;G%V;EK;A6A7!̂b5H==B?;EKG>;;F6A7=D>6GG6A7!̂cdWBDE?:WF;eD;;BT

6A7!̂fgA<=>;HED6ET:@?;AG6GT=<<@?6;BED;EG7D=V6A7!̂h5H==BEABG6HFB6G<:ED7;D;B@<6A7!̂i5=D>EF6=A=CG:=EHG

EAB6GH;FG!̂jYEABG:=EHGEAB6GH;FG!̂klDEGG=<<@?6;BG:=EHGEAB6GH;FG!̂mQ;;BT=<<@?6;BG:=EHGEAB6GH;FG!n_5=DT

;GFT=<<@?6;BG:=EHGEAB6G!n‘o77DEEF6A7B6GEGF;D!nbJEABB;F;D6=DEF6=A!ncQEFeD;;B6A7!nfp=WE7;eD;EK6A7!nh

JEK;G:D6AK6A7!niI6GEGF;D6A<D;EG6A7EABV=DG;A6A7!njq;FHEABGV;HH6A7!nkr<=H=76<EHC@A<F6=AB;F;D6=DEF6=A!nm

q;FHEABGEABTeH=<K6A7!s_5H==BVEF;DT?EGG6A7<E?E<6FWV;EK;A6A7!s‘5H==BH;N;H6A<D;EG6A7!sb9=DD;AF6EHDE6A

D@A=CC<=AN;D76A7!sc5H==B;AHED76A7!sfqEF;DH;NBD6G6A7!sh5H==B6A7?;D6=B?D=H=A7;B!sit=H@F6=A=CF:;u@EH6FW

=CVEF;D

设各级灾害致灾能量改变系数为 v4!那么致灾能量相对于首级灾害致灾能量 (4的放大系数 w)4x

v$xv$xvyxz!xv$vyz!v44*$v44*4v-则有1

2
-

3)4
’(3) w(4*2

-

3)4
+3 #v3{ |!故 w{ 4%

由此表明!洞庭湖区生态灾害群中的各级灾害的放大系数!首级灾害的致灾能量和灾害群致灾能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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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很大!这显然是灾害性洪水对生态灾害群发产生复合作用的结果!

" 灾害性洪水复合作用对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效应

灾 害是相对于承灾体#人类活动的财富聚积体$而论的%而灾害强度和发生频率又是相对于致灾因子

对承灾体的破坏能量而言的!显然%各种生态致灾因子的致灾能量被灾害性洪水放大后%必然对生态灾害

群发产生复合效应%即给洞庭湖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造成持续性的严重危害!

"’( 大洪涝灾害频率高%灾损日愈增大

采用湖口城陵矶年最高水位)**+,,-作为划分大洪涝灾害年的标准%在 ./*.0.///年的 1/2中%湖

区大洪涝灾害年共出现 3,2%其频率为 3/’,4%其中 .//,0.///年共出现 12%发生频率为 11’.4%且洪涝

灾害发生频率显著增高%灾害损失成倍增长#表 3$!
表 5 洞庭湖堤垸区 (66(0(666年大洪涝灾情统计

789:;5 <=>8>?;@>?8?=>?=A>BC(66(0(666C:BBD>=ED=F;>8EDGB:D;@>BC<BEH?=EHI8F;8@;8

J大洪涝

灾害年

K年最高水

位#-$
L受灾面积

#M.,NO-3$
P成灾面积

#M.,NO-3$

Q直接经济损失#M.,R元$

合计 农村 城镇

S受灾人口

#M.,N人$
T死亡人口

#人$

.//. **+U3 .V+N. /+13 R+N3 U+*1 *+,1 3RV+*3 U3

.//* **+,N *.+U, .N+N3 ..+RN V+/, *+/N N*1+*U NR

.//U **+1R N3+R3 3R+., NR+U1 *,+1. .V+/U U//+.. /3

.//1 *U+*. NV+R, 3U+3N .U3+.N RU+/N 11+3, 1V3+NN .,V

.//R *U+/N *R+UR 3R+V1 RR+R. U.+RU *1+/1 VUV+*, .RN

./// *U+1R .1+3R R+*V .U+1, N+1 ..+,, 3*U+/, W

JXY2Z[\]YẐ[_]\‘[[âbcâ]2]dYZ%KêcOY]df2dYZ‘YgY‘%Lĥ]2]dYZ2ZY2%Pĥ]2]dYZij2_]Ya2ZY2%QĥZYjdYj[b[-ĵ
‘[]]%Sĥ]2]dYZiÔdk[k_‘2d̂[b%ThY2dOk[k_‘2d̂[b

"’5 沙化土地扩大%沙害范围甚广

据 统 计%湖 区 目 前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达 UUN,/O-3%
可分为流动沙地&半固定固定沙地&沙改田#地$及非

生物工程治沙地 U类型!其总面积比 ./N/年前净增

3.3*,O-3%累 计 增 长 13’.4%年 均 扩 大 NU.’VO-3

#表 *$lRm!其中流动沙地净减 R3*RO-3%而固定半固

定 沙 地&沙 改 田#地$年 均 依 次 增 加 */3’UO-3 及

3*N’*O-3!沙化土地的扩大使湖区受沙害的村庄有

/,,个%约 占 沙 区 总 村 数 的 N34%还 有 1R1,,O-3耕

地%.RR,,O-3草地%UN3’Rn-的公路和 .3V/’Rn-

表 o 洞庭湖区沙化土地动态变化统计#O-3$

789:;o pq8EH>?8?=>?=A>BC>B=:9;=EH>8EDrBC<BEH?=EH

I8AF8@;8

时段#2$K ./N/前J ./N/0
./1,

./1.0
./V,

./V.0
.//,

.//.0
.//V

固定半固定沙地L 3UR,3 31*V. *U*3* N*/RR NN3N/
造林种草沙地P , , U// U*.3 R.V,
合计面积Q *N.V/ *RU*, NURN* NNRNR UUN,/

J sY\[ZY./N/%K tYẐ[a%L ûvYa2ba]Y-î\̂vYa]2ba
‘2ba%Pu[ZY]di2baicZ2]]ik‘2bdYa]2ba‘2ba%Qw[d2‘2ZY2+

的渠系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沙害%全湖区因沙害平均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3’,.M.,R元!

"’o 钉螺面积回升%灭螺血防工作防不胜防

.//U年据湖南省寄生病防治研究所的第二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x湖沼型居民粪检 阳 性 率 V’RN4%其

中 洲 滩 亚 型 居 民 感 染 率 33’U*4%湖 汊 亚 型 居 民 感 染 率 ..’3N4%垸 内 与 垸 外 亚 型 居 民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34及 3’N/4%普 遍 较 .//3年 增 大 3’.4!l/m.//1年 湖 区 钉 螺 面 积 达 .VN.N1’,3O-3%血 吸 虫 病 患 者

.,N*.1人%其 中 晚 期 患 者 113N人#表 N$%.//1年 溃 决 .NU个 堤 垸%钉 螺 面 积 较 .//U年 增 加 *,1.’UO-3%

.//R年 大 水 溃 决 .N3个 堤 垸%垸 内 钉 螺 面 积%血 吸 虫 病 患 者 分 别 较 .//1年 增 加 3R//’NO-3及 *,,0N,,
人!长期以来%湖区每年需要资金 .,,M.,R03,,M.,R元用于灭螺治病l.,m!可见钉螺感染和血吸虫病流行

不但给湖区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酿成了持续性的生态环境灾难!

"’" 东方田鼠暴发成灾率增大

据郭聪博士和邹邵林等学者研究表明l..%.3m%洞庭湖区 ./N/年以来东方田鼠暴发成灾史是 3,世纪 V,
年代以前东方田鼠危害较轻%V,年代&R,年代危害较重%/,年代的 .//*&.//U年和 .//1年危害较重!东方

田鼠暴发成灾给湖区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日趋增大%如北洲子场 ./V/年因鼠害造成经济损失折合当年产

/***期 李景保等x洞庭湖区灾害性洪水对生态灾害群发的复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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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达 !"#$%&’元(茶盘洲 %!!)年因鼠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元*此外东方田鼠在大迁移时常可

诱发钩端螺旋体病和流行性出血热等病疫+据益阳市卫生防疫站记载(南县 %!,-年前无钩端螺旋体病发

生(%!,-年 ’.)月份东方田鼠暴发(当年在一些乡村出现钩端螺旋体患者+%!,!年湖区东方田鼠危害严

重(当年夏季金盆农场有 )/,人患钩端螺旋体病住院治疗+%!!0年讯期(横岭湖区东方田鼠大量迁移垸内

农田(使湘阴县柳潭乡突发钩端螺旋体患者达 /&&余人+
表 1 洞庭湖区 2334年钉螺面积与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567891 :;9<689=>?>6>@?ABCDEFGHIGIJKLKMINFDOJ6=P>Q9?=6R86;96R=SA=T>R=TU6V9;9TRA=R=2334

地市W

有螺面积XYZ/[

合计\ 垸内] 垸外^

血吸虫病流行_

‘乡X
人

a村X
个

人口bc 合计bd

实有患者总数X人e

当年查出

病人bf

上年遗留

病人bg

其中晚期

病人bh

常德市bi ’,-%!j’’ /,//,j%% ’’)!0j,- 0& ,&’ %%-!,,0 ’/-,) /%%/0 /%/’! %!!0
岳阳市bk 0!#)/j/% --/)j!’ 00)/)j/, %-- %%,% %-0%’-- -&&0’ %0,%! %--’) /,)&
益阳市bl )0!,)j-, )0!j,, )0’&)j0& )0 0)& #0’)!! -%#,, %!0%/ %//0) %!&#
全湖区bm %,’%0j&/ 00%#j’/%0,)/,j0% /’! /)/) --0)#&# %&’-%0 ),)’, ’0#)! 00/’
Wnopq([rsqtuvwtxyotz{ypwqopq(_|}~!"#$"$%&’&($)!}*%+op,qups-p(e.qytpsys{Zzpo(\/0yqu(]1sv2{qs3t4-055po6(̂
7{yv05v2{qs3t4-055po6(‘/08sxYt+(a9tuuq:p(bc.0+{uqyt0s(bd/0yqu(bf;tx-0,popwtsyYp2pqo4%!!06(bg;tx-0,popwzpv
50opyYp2pqo(bh.qytpsytsqsqw,qs-pxyq:p(bi<Yqs:wp(bk={p2qs:(bl=t2qs:(bm/0yqu

1"> 局部水域污染严重(水产资源明显下降

丰水期(西洞庭湖区的茅草街?目平湖等水域透明度小于 %)"&-Z*悬浮物浓度(茅草街水面在 %)q中有

,q汛期均值超标(超标数值范围 &"-/.-")!+万子湖(南嘴水面在 %!!-.%!!0年主讯期浓度超标+茅草街

附近水域(大肠菌群数主汛期在 /-#&&个X@(超过国家地面水 AB-#-#v##的C类标准D%-E+这表明湖泊局部

水域已受污染+由于水面日愈缩小等原因(湖区原有著名捕捞渔场 #&多处(现只剩存东洞庭湖?漉湖?横岭

湖?目平湖?黄盖湖等 /&余处+水域污染和鱼类生栖空间缩小(使回游性或半回游性渔类减少(定居性鱼类

增加(捕捞鱼群趋向低龄(低质化(/&世纪 !&年代与 )&年代比较(年均捕捞产量下降了 )/F(平均每年减

少收入约 )&.%&&$%&’元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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