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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律》

内容概要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贵州省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贵州
省概况、贵州省的地域特征、贵州省行政区划、贵州省环境保护的历史、1949年前的环境保护历史状
况、1949年以来环境保护状况、贵州省环境现状、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等。

Page 2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律》

作者简介

　　余贵忠，男，1964年9月生，汉族，湖南祁东人，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1981年参加工作
，任黄平县档案局干部。1984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考入中国政法大
学双学位班，获双学位。1990年执教于贵州大学，1993年擢升为讲师，1998年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晋
升为教授。行政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副院长。2003年在
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2004年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2002年、2003年、2004年先后访问越南、日本和
泰国。2005年4月赴日本留学，2008年3月在日本国立山口大学获博士学位。　　先后致力于诉讼法学
、环境法学、习惯法等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刑事诉讼法学》、《审判学》、《构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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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表学术文章40余篇。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保护中的作用》、《论我国“民事执行难”的
原因及对策》、《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必须先行》等文被《新华文摘》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研究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4项。　　现任中国法学会诉
讼法研究会理事、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法经济法研究
会副会长、贵州省刑法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青年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社会科学
院等单位客座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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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贵州省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第一节 贵州省概况一、贵州省的地域特征二、人口、民族三
、贵州省行政区划第二节 贵州省环境保护的历史一、1949年前的环境保护历史状况二、1949年以来环
境保护状况第三节 贵州省环境现状一、空气质量二、水环境质量三、城市区域声环境四、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排放与综合利用五、水土流失情况六、退耕还林七、自然保护区八、生态示范区与生态农业
九、城市绿化十、自然灾害及直接经济损失十一、突发性地质灾害及直接经济损失十二、环境污染事
故．十三、环境保护投入第四节 贵州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一、经济发展迅速导致的环境问题二、城
镇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三、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破坏后恢复困难四、水土流失严重、耕地减少五、酸雨
污染仍未彻底解决六、地质灾害频发七、能源及矿产资源消耗过大八、自然保护区面临的威胁九、环
境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十、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药、化肥环境管理薄弱十一、环境边缘化现象和
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十二、缺乏有效可遵守的法律制度十三、环境保护缺乏公众的参与十四、决策
者缺乏资讯的有力支持十五、现行体制容易滋生腐败十六、缺乏整体规划，盲目追求政绩，导致整个
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第二章　贵州省环境保护立法第三章　贵州省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环境保护第四章　
完善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律制度的思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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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9-1982年每天抽取7.8万吨，1983-1988年每天抽取9.5万吨。由于常年抽取大于补给，导致水城
盆地的地下水位下降3～8米。由于地下水位的下降，地面水通过落水洞、裂隙直接污染了地下水
。1969年，水城钢铁厂的污水开始排入响水河，再由河道裂隙渗入地下。从对水城钢铁厂建在响水河
两岸的2、3、5、7号泵站抽取的水样监测结果，水中含有酚、氰、油类等有害物质。1972年开始，水
城冷冻厂每天有50吨屠宰废水直接排入落水洞。1976年，水城特区酿造厂每天将90吨酿造废水直接排
入溶洞，雨季时部分废水蔓延渗入花鱼洞。1987年开始，市建筑公司和市面粉厂设在花鱼洞旁的抽水
井抽取的地下水中，发现酒糟和蛆蛹。1982年，六盘水市建材厂的工业和生活废水开始向附近的落水
洞排放，市中心的生活污水也从不同渠道渗入地下，两项废水平均每天排放量约1600吨。到1988年，
以场坝、水城钢铁厂为中心的地下水已受到严重污染，水城钢铁厂被迫将5口生活用水井改为工业用
水井。大量抽取地下水，还导致了地质灾害的发生。水城盆地东段土桥至头塘约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先后发生塌陷805处，致使房屋倒塌、开裂80余幢，河床、道路埸裂多处，自流泉也全部干枯。　　
遵义市东南近郊的工业区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先后布局了遵义铁合金厂、遵义钛厂、遵义碱厂这样
一些废气污染严重的企业，其排放的废气除有钛矾焖尘外，还有毒性较大的氯气。当遵义市出现有雾
或逆温层气候时，市区大气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市民反映强烈。　　凯里纸厂始建于1958年，1960
年投产时无任何“三废”治理设施。每年上千万吨的造纸废水排入清水江，其中巴拉河几十千米的河
段水质遭受严重污染，鱼虾绝迹，完全丧失了生活用水和农灌用水功能。　　1960年，地处黔西南州
兴仁县的回龙村出现一种怪病，即铊中毒，使村里接二连三有人的头发脱落，男女老幼都有，而且基
本上以户为单位，.一人脱发，家庭其他成员也先后接着脱发。有的人在一夜间头发像织帽子一样脱落
，3个月内全村脱发竟达87人之多。从1960年到70年代末，回龙村在每年的2～6月份出现铊中毒病人，
先后发现200多例。是由于当地土壤含有大量的铊，蔬菜严重含铊，土壤中的铊来自村背后以汞矿为主
的多种金属矿的灶矾山上的矿渣。康熙二年（1663年）起，这里就有近70年开采、冶炼汞矿的活动，
留下的矿渣丢弃在山上。回龙村坐落在两侧群山交汇的狭长山谷中，山谷南北长约2千米，东西宽约1
千米，两侧的山以灰质页岩为主，有含以汞为主的多种金属矿藏，灶矾山即是其中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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