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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盐湖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

刘 清 洋

（运城市国土资源局，山西运城，!""!!!）

摘 要：简述了山西运城盐湖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了盐湖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保

护、治理盐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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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运城盐湖的形成与发展

运城盐湖位居黄河岸畔，中条山麓，东西

长 约 J#K=。 南 北 宽 约 J!+K=，面 积

$J#K="，湖面海拔J"#=。据近代地质学考

证，盐湖的形成，除了黄河水的漫积作用之

外，远在新生代时期，由于受喜马拉雅山构造

运动的影响，中条山北面发生了大面积的地

层沉陷运动，形成盐湖原始湖泊的雏形，并沉

积了很厚的淤积层。到新生代第四纪初，又

受到新的地壳变化作用，中条山发生垂直升

降运动，使山的北麓造成新裂，形成狭长的陷

落地带。而盐湖正位于这一凹陷地带的最低

处，一遍山洪暴发，大水直泻而下，逐渐形成

天然湖泊。水中含有钾盐、石盐、镁盐、硫酸

盐，这些盐类与早期的淤泥层相结合，经长期

蒸发作用，盐类沉淀，结成很厚的盐层，后来

由于地壳不断变化，河水中断，盐层与湖水相

融，就形成了今日的盐湖。

运城盐湖是典型的地质遗迹，是大自然

赋予河东人民的“万宝地”。所谓地质遗迹，

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内

外力的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

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其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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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重大观赏和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

地貌景观；有重要价值的地质剖面和构造形

迹；有特殊价值的矿物、岩石及其典型产地，

以及典型的地质灾害遗迹等。

重要的地质遗迹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

定意义上，地质遗迹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关

系密切。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地质遗迹是我

国环境保护工作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一项内容。

运城古称河东，位于黄河中游，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特产丰富，河东大地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运城

盐湖地处黄河中游的三角地带，正是古人类

活动区域，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

都安邑，都在盐湖附近；历史上的关羽、司马

光、柳宗元、王勃等文才武俊皆出于此。“南

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流传至令的圣贤舜所

吟唱的《南风歌》，正是千百年来人类开发利

用盐湖的真实写照，是大自然赋予河东人民

创造财富的“聚宝盆”。

运城是我国古代唯一因盐务而建立的专

城。运城盐湖是我国最古老的盐湖之一，是

著名的矿产资源湖。盐湖资源有用成分总储

量约!"##万!$亿吨，其中，石盐约$%##万

吨，硫酸镁!!#万吨，硫酸钠&###万吨，每年

汇入盐湖的盐类矿物储量约为$$’(万吨。

此外，盐湖内还含有相当数量的溴、钙、碘、

钾、硼、锂、铯等$#多种稀有金属元素，素有

天然“万宝池”之称。远在舜帝时代人们就开

始了对盐湖的开发、利用。自古以来，运城盐

湖就成为历代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新中国

成立后，$!%(年国家在这里成立了运城盐化

局，经过"#多年的发展，运城盐湖以其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成为能够生产无机盐、

洗涤剂和钾肥三大系列产品的我国最大的无

机盐生产和出口基地。特别是沐浴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运城盐化局迅速摒弃传统行为与

观念的束缚，向着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到

$!!%年底，运城盐化局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

资产$")%$万元，年产芒硝%#万吨（占全国

总量的"#*）、硫化碱&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的+#*）、洗涤剂&万吨，位居全国同行业第

五名的大型化工企业集团；连年被评为全国

工业企业最佳效益,##强，全国化学工业最

大工业企业和最佳效益工业企业%##强、产

品畅销全国)!个省市自治区，出口)#多个

国家和地区，成为运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化局将依靠

技术进步，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变产品优

势为品牌优势。“挑战未来，永不满足”，矢志

托起)$世纪民族工业的太阳，实现自我价

值，完美人类生活。

! 运城盐湖的现状与忧虑

运城盐湖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

时期，由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

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矿藏资源丰

富，开发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成为山西省重

要的无机盐化工基地，亦是运城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由于盐湖具有得天独厚的化工资

源优势和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因而

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盐湖的保

护。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为了保护盐湖并让

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多次发出文件、布

告、指示，对盐湖及其防护设施的保护提出了

明确具体的要求。地方政府也为贯彻执行这

一系列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保护了盐

湖蓄洪、排水、调水、采矿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近年来一些特

殊情况的影响，盐湖保护工作出现了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使盐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

坏，不能不为之忧虑，“万宝地”能否给子孙后

代留下“万宝”？

!"# 防汛能力差

运城盐湖防汛设施毁坏严重，一遇暴雨

·!·第,期 刘清洋：山西运城盐湖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万方数据



骤洪，盐湖能否安全渡汛令人忧虑。

由于运城盐湖地势低凹（比运城市低!"
多米），易发生洪涝灾害，因而从北魏时期便

开始建造沟渠用于泄洪，历代统治者吸取了

“治盐必治水’的经验教训，先后在盐湖四周

修建了一系列防护设施。然而到了今天，这

些以治水患为主的一套套盐湖古代防护体

系，除东、西四大滩和五龙岭等堤坝尚存外，

其余设施均被毁坏。历史上修建的#!道堤

堰已名存实亡，目前只有$道比较完整。围

湖一周的禁墙大部分被夷为平地，留下的只

是断垣残壁。在禁墙上挖土烧砖的砖窑达

%&个，原来!’()长的“护宝长堤”被彻底平

毁耕种了*+&()，长达*,()的姚暹渠设计

流量为%$)&／-，但由于人为的排污积淤，使

盐湖失去了抵御洪水的能力。如：%.*$年仅

通过’)&／-的洪水就多处决堤，向硝池滩泄

洪.""多)&。特别是自*"年代以来，人们

在中条山北侧东西长约&"()范围内进行采

矿选冶活动，在盐湖南侧堆积了大量的固体

废料，一旦在汛期山洪暴发，形成大量的泥石

流，必将倾泄盐湖，形成巨大的地质灾害，流

芳千古的“万宝地”必将毁于一旦而遭受不可

估量的经济损失。

!"! 苇田被吞食严重，危及盐湖安全

和盐化生产

芦苇是盐化筑畦压埝唯一的理想用材，

同时又是盐湖唯一的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

和维持盐湖生态平衡的绿色屏障，为此，历朝

历代都十分重视芦苇基地的建设与保护。近

年来，一些人却带着承包土地的“经验”，直闯

盐湖。十几年时间，芦苇地从%.*"年前的近

万亩，锐减到今天的百十亩，其中大部分被开

为鱼塘或垦为农田。仅自%..!年以来，在盐

池禁墙内开挖的鱼塘就多达!"!个，总面积

达%&’$亩，涉及到$个乡、*个村，从%..’
年’月至今，一家一户地又新挖鱼塘%$"个，

部分是以村委会名义承包给私人的，合同一

定就是%"年。

%.*"年以前，盐化局每年可收芦苇草

*$"多万(/，能基本自给，而现在每年要花费

几十万元收买棉柴以代用。由于棉柴易沤易

腐并产生黑点斑点，严重影响了水硝质量。

毁芦也使盐湖生态环境恶化，泥沙大量流入

盐湖，湖床淤泥每年以!0)左右速度增加，

盐化局每年要支出*"多万元，组织船队从事

挖泥作业。

!"# 废水、垃圾侵入严重

自*"年代以来，盐湖周围个体工厂发展

迅猛，造纸厂、化工厂、砖瓦厂和金矿选冶的

废水、废渣大量向盐湖排入，大量的污水带着

有毒的污物流入湖内。运城市区现有三股污

水每年泄入盐湖将近!$""多万)&。安邑镇

有$家私人造纸厂将污水直接排到汤里滩排

洪渠内，造成!()淤塞，%.*.年%"月&日曾

撑垮渠堤，现仍照样排放。现在，湖内公路干

线、支线两边的垃圾堆积如山，蚕食盐湖，芦

苇绝迹，加之大量的城市垃圾倾倒盐湖等等，

继续下去，盐湖将成为一片沼泽。

!"$ 盐湖土地权迟迟未能落实

盐湖土地权属国家所有，通观古今，概莫

能外。%.’*年人民政府接管盐池后，仍将盐

湖和防护滩土地视为“特殊土地”，归国家所

有，由盐务部门经营管理。但十年动乱之后，

周边农民一哄而上，划地为己，蚕食盐湖土地

的现象愈演愈烈，%.$%年湖内只有#户’$
口人居住，%.*"年已增至!$#户%&*"人。

据最新统计，湖内现已有%!个居民点（村），

总计,!#户!,",人。居住人口是%.$%年的

$#+.倍。

湖内农户人口激增，导致土地被蚕食，引

发了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冲突。解放初，禁墙

内农民耕种土地有%万余亩，至%.*#年已翻

了一番。农民以“土地纠纷”为由，要挟企业

重复赔偿，如不满足，则聚众闹事，对工厂实

行封门推墙，设障断路，拦车扣人。自%.*&
年以来，此类较大事件每年不下%"起，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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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为此直接支付不应支付的资金达!""多万

元，造成经济损失!"""多万元。因“土地纠

纷”使国家投资的盐湖技改工程———东卤西

调工程不能按期施工；!#$%年，省政府先期

拨款%""万元，计划逐步修复南禁墙，也是因

为土地纠纷，仅修了%&’，占当年应修长度

!"&’的!／(。

! 运城盐湖的保护与曙光

针对盐湖资源环境被破坏十分严重的现

象，省委、省政府和地方政府领导多次批示，

并多次发布告、通告等，强调“运城盐湖是我

国重要的无机盐化工原料基地，更是珍贵的

地质遗迹，必须切实加以保护”；“运城盐湖及

其防护设施，均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非法侵害、占用使用”；“严禁在盐湖禁墙

内土地上毁芦垦荒，开挖鱼塘”；“严禁继续迁

入禁墙内建房落户”。从!#)(年至今，省、地

政府共发了!"多个文件，省长批示!件，指

出“运城盐湖有*"""多年的历史，资源是十

分宝贵的，盐化的产品是全省的拳头产品，保

护盐湖是我们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盐

湖破坏问题要尽快彻底解决”。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重开发、轻治理，盐

湖生态环境欠帐严重，造成了矿业城市难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运城盐湖这个“天然聚宝

盆”的保护已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就会犯下

历史性错误。只要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牢固树立国土资源“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意识，以对党、对人

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盐湖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运城盐湖这个

“万宝地”就能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留下“万

宝”；就能使运城市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能使大自然赐予河东人民的、珍贵的地质

遗产得以保护和留传给下一代。

截止!##$年+月底，在盐湖法定范围内

非法开采的%"""多亩私开硝田已由矿管部

门彻底取缔。我们坚信，只要“政府抓，抓政

府”，有为而治，从源头进行控管，明确各职能

部门行政“一把手负总责，采取行政的、经济

的、法律的综合性措施，就一定能够把危害盐

湖所“忧虑”的其它问题逐一加以解决，使运

城盐湖重新亮出她璀璨明珠般的本色，让这

!!!!!!!!!!!!!!!!!!!!!!!!!!!!!!!!!!!!!!!!!

千古不变的“万宝池”留下永恒的“万宝”。

包头市石拐区煤矿矿山地质灾害严重

包头市石拐区煤矿开采历史悠久，从清朝至今

已有+""多年，开采已接近尾声。长期以来，由于只

注 重 采 掘 而 忽 视 了 地 质 环 境 保 护，致 使 该 矿 区

%""&’%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地质环境问题，引发了

多种地质灾害。这些灾害已直接威胁到当地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万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损

失。

据不 完 全 统 计，石 拐 区 煤 矿 采 空 区 面 积 约

!""&’%，塌陷面积%,"&’%，采空区上方地表面裂缝

大量产生，已严重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居民生

命财产损失。由于宽矿废水涌入，石拐区被迫寻找

新的地下水水源地。煤矿区还有多处滑坡隐患，有

的滑坡曾毁坏建筑物、堵塞道路和河流。采空区山

体变形、崩塌，很可能会出现泥石流。煤矿开采也使

矿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据悉，该煤矿正在立项进行治理。

内蒙古国土资源厅 陈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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