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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李国栋 田鹏

山西水务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西省太原市，030006；

摘要：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山西省的优质发展。首先，本文对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时空特征进行了

分析。其次，分析了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相关数据对影响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有降雨因素、水土保持措施、水库建设、工业水、煤矿开采、工程建

设、固体废物污染、城市发展、工业结构变化、人口变化等；汾河流域的生态质量持续改善，政府多年来制定

和采取的生态治理政策和措施是有效的；太原、临汾、运城三大盆地的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有变坏趋势，要在今

后环境治理中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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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盆地与生态系统有

深刻的相关性，水文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
[1]
，

并包含多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气候调节、供水、生

物多样性保护
[2]
，这已成为近年来生态评价研究的重点。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是山西的源头。随着人口和

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和人类活动的扩张在汾河盆

地，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水资源富营养化、

生物多样性退化、土壤侵蚀和洪水灾害造成
[3-6]

。因此，

对汾河流域的生态质量进行评价，对黄河流域和山西省

的优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

其次，分析了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

相关数据对影响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 汾河流域生态环境

图 1 2000~2020年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时空变化

图1为2000~2020年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时空变化情

况，来源于文献
[7]
。2000-2020年汾河流域的生态质量

整体向好发展。生态质量为优与良好的结果主要分布在

吕梁山、云中山、太岳山、中条山以及天龙山。太原、

临汾、运城三大盆地的生态质量主要表现为较差，局部

地区生态等级为差。

生态等级为优与良好的总面积从 6035.02km2持续

增加到 12014.16km2，增加了 5979.14 km2，增率为

99.07%；等级为中等的面积从 11596.88 km2 持续增加

到 16785.74 km2，面积增加了 5188.85 km2，增率为

44.74%；等级为差和较差的总面积从 20948.23 km2 持

续减少到 9735.29 km2，共减少 11212.94 km2，减少比

率为 53.53%；生态等级为差的面积在 2000-2005年与

2005-2020年两个时段呈现先减后持续增加的特征，生

态等级为优的面积在 2000-2015年与 2015-2020年两

个时段呈现先持续增加最后减少的特征，5年间生态等

级为优的面积占比均不超过 7%。

2 主要因素及原因分析

2.1 因素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研究
[5-11]

，对上述四个评价指

标进行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①降雨是造成该盆地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

降雨强度较大时，土壤会被破坏，被破坏的土壤会被雨

水带走。此外，降雨也会导致盆地内边坡的不稳定。不

稳定的土壤相对松散，很容易被雨水带走。同时，降雨

也容易诱发泥石流，导致大量的水土流失。

②水土保持措施，在流域内进行了大面积的植树造

林，植物根系稳定了土壤，大大减少了流域内的水土流

失。同时，盆地内的植被覆盖率也有所增加。

③水库建设，1988 年以后，汾河流域上游实施了大

规模的“水土保持”规划，修建了大量水库和检查坝，

有效拦截径流和泥沙，大大减少了水土流失。

④工业用水，太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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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大量高用水量工业（如冶金、煤炭、焦化、化工）。

随着工业发展的发展，河流引水量增加，上游流入量减

少，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失水。

⑤煤矿开采，盆地内的采矿活动会导致地下采空区

的出现，而采空区的出现会导致地表下沉，产生裂缝。

一方面，它污染了盆地内的水体。另一方面，裂缝会导

致水分流失，从而导致水分流失。与此同时，水分流失

导致植被的减少。

⑥工程建设，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带动了建筑业的

发展。为了提高地基的承载力，已排水地下水，造成地

下水流失和污染。

⑦固体废物污染，盆地内的建筑废物和生活废物在

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会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一定的污

染。

⑧城市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导致了流域建设用

地的增加，压缩了原有的农田、草地和林地，导致植被

覆盖率下降。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增加了固体废物

的产生，威胁到了流域的水土环境。

⑨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变化，

该流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近年来，第

三产业发展迅速，改善了该流域的生态环境。

⑩人口变化情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流域

的人口流动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逐渐

聚集在城市中。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村生

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城市生态环境也受到

了威胁。

2.2 因素对环境变化影响分析

图 2为山西省人口分布、GDP、产业结构和建筑面

积情况，数据来源于山西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hanxi.tianditu.gov.cn/index/page/con

tact.html?type=2），时间为 2019 年。

（a）人口 （b）GDP

（b）产业结构 （d）建筑面积

图 2分析数据

根据图2数据分布情况对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特征进

行分析，主要结论有：2000 年至 2020 年，汾河流域的

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结果表明，政府多年来制定和采取

的生态治理政策和措施是有效的。2020 年，由于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导致该流域的各种生态措施未能完

美实施。同年，汾河流域发生了 2起森林火灾，导致山

地植被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汾河中下游干

流和支流附近的生态呈现持续显著恶化的趋势，与河道

及周边海滩湿地对矿山环境和工业污水的污染有关。

3 结论

汾河流域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其生态质量对山

西省的优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汾河流域生态环

境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有：降雨因素、

水土保持措施、水库建设、工业水、煤矿开采、工程建

设、固体废物污染、城市发展、工业结构变化、人口变

化等。

（2）2000 年至 2020 年，汾河流域的生态质量持续

改善。结果表明，政府多年来制定和采取的生态治理政

策和措施是有效的。

（3）2000-2020年汾河流域的生态质量整体向好发

展。但是，个别地区生态环境呈不好的发展趋势。如太

原、临汾、运城三大盆地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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