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中国海洋环境污染概况及

发展趋势

中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 始于 年

代
,

那时近海环境状态基本还是 良好的
,

曾为

国人所骄傲
。

但在 年代以来
,

随着沿海经

济和海洋产业 的迅速发展
,

大量污水和废水

排泄人海
,

海域污染 日趋严重
,

环境质量逐年

退化
。

目前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的总体状况是

外海水质基本 良好 近岸海区受到不 同程度

的污染
,

人海污染物总量迅速增加
,

污染范围

不断扩大
,

环境质量逐年退化 局部海域污染

严重
,

污损事件和环境灾害频发
,

环境与生态

破坏触 目惊心
。

这种状况已明显制约了我国

海洋经济的发展
,

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一般状况是陆

源污染物年人海量约以 的速度增加
,

年污

水排海量为 亿
一

亿吨
,

主要污染物为无

机氮
、

无机磷和油类
。

年各海区无机氮的

超标率依次为东海
、

渤海
、

黄海
、

南海
,

最大值 毫克 升发

生在东海
,

超过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近

倍
。

各海区无机磷超标率依次为东海
、

渤海
、

黄海
、

南海
。

各海

区 油类 超标 率排序为渤海
、

黄海
、

南海
、

东海
,

最大值出

现在黄海北部
,

达 毫克 升
,

超过国家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 倍
。

长江口
、

舟山渔场
、

珠

江 口
、

胶州湾
、

大连湾等局部海域均受到油类

不同程度的污染
。

重点海域的污染状况是 珠江 口海域水

体中无机氮
、

无机磷
、

油类普遍超标
。

胶州湾

海域的无机氮
、

无机磷和油类也普遍超标
。

长

江 口
、

杭州湾
、

舟山渔场
、

浙江沿岸
、

辽东湾等

海域的无机氮和无机磷都普遍超标
。

大连湾

和锦州湾海域的无机氮和油类 超标也相当严

重
。

随着海上交通运输和石油开发活动的增

多和海上船舶碰撞
、

石油平台违章排污等
,

所

造成的海洋溢油事件时有发生
,

给海洋渔业
、

盐业及海滨旅游业带来严重损失
。

另外
,

赤潮也是我 国近海比较突出的环境

灾害
,

波及南北海域
,

并呈发展和加剧趋势
,

给

生 物资源和生 态环境带来的损害越来越严

重
。

中国近海环境污染状况 目前仍呈发展趋

势
。

随着人海污染物数量的增加
,

局部海域的

污染必然向周 围海区扩散
。

我国近海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的绝对值虽无大起大落
,

但污染面

积逐年扩大 已成为不可否定的事实
。

这是海

洋环境质量总体正在恶化的基本特征
。

我 国近 海 的污染物 主要来 自陆地和海

上
。

陆地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废水
、

城镇生活污

水
、

携带农药和化肥的人海径流
、

沿海油 田排

污等
。

海上污染源主要有船舶排污
、

海上平台

排污
、

油轮泄漏
、

近岸水产养殖废水和海上的

倾废等
。

根据国家海洋局多年来的调查和监

测
,

全国主要人海排污 口共有 处
,

其中排

人渤海的有 处
、

黄海 处
、

东海 处
、

南

海 处
,

分别占总数 的
、 、

和
。

在 处主要排污 口中
,

有直

排口 处
、

混排口 处
、

排污河 条
,

分别

占总数的
、

和
。

通过  

处主要陆源入海排污 口
,

年排放人海的污水为
一

亿吨
。

污水年排海量最大的省是广东
,

达 亿吨
,

接近全国污水排海总量的一

半
,

其他依次是山东
、

天津
、

上海
、

河北和辽宁

等
。

中国近海污染物年人海总量为  万吨
,

其中渤海受纳 万吨
、

黄海受纳 犯 万吨
,

东

海受纳 万吨
、

南海受纳 万吨
,

分别占人

海污染物质总量的
、 、

和
。

中国近海海洋环境变化趋势可从以下几

方面进行估计
。

入海污染物总量继续增加

沿海一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

占

全国国土面积 的沿海地带
,

承载着全

国 的人口
、

的大 中城市和 的

国民生产总值
。

随着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的

继续高速发展及趋海人 口 的密集
,

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将会继续增加
。

预计 年
,

沿海

地区排海污水总量将达到 巧 亿吨左右
,

相

当于 年的 倍
,

随污水排放人海的污

染物总量也将大幅度增加
。

近些年来陆源污

染物年人海量继续以 的速度递增
,

估计

世纪初这一增加速度可能有所控制
。

目前我

国沿海城镇的污水处理率较低
,

平均 约为

左右
。

预计 年
,

能提高到
。

大量

未经有效处理的污水被排放人海
,

必将加剧

近海海域的环境污染
。

污染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猛
,

城市

化速度越来越快
,

将会产生更多的新的陆地

污染源
。

与此同时
,

海洋产业亦以高于国民经

济的速度向前发展
。

海洋经济的发展意味着

海上生产活动的增加
,

海上污染源 船舶和石

油平台 的增多和污染量的加大
。

浅海水产养

殖的大规模发展
,

也会造成养殖废水的大量

增加
。

所有这一切将会导致海洋污染范围在

纵向 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 和横向 由

近海向外海 两个方向不断扩展
。

污损事件更加频发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上运输 日益频繁
,

船舶数量增加很快
,

加之海洋油气资源的勘

探和开采
,

源自海上的污染也 日趋加剧
。

据统

计
,

年代中国沿海港 口 和船舶年排油量为

 ! ∀ 吨
,

其中东海年排油量为 吨
,

南

海为 巧 吨
。

进入 年代
,

沿海港 口和船

舶排污情况有所加剧
,

年仅交通部沿海

船舶排出的含油污水就达到了 万吨
。

我 国每年海上 发生 原油泄 漏事故几十

起
,

溢油可达上万吨
。 一

年
,

渤海海

域就发生平台溢油事故 多起
,

其中  年

就发生 多起
,

仅 月份就发生了 起
,

溢

油污染面积达 多平方千米
。

船舶碰撞溢油

事故也屡见不鲜
。

由于大型油轮和石油生产

平台大量增加
,

溢油事故发生的机率也大大

增加
,

其规模和危害程度也会加大
。

污染物组成有所变化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

变
,

入海污染物组成也会发生变化
。

一方面原

有各种污染物所占比重将会发生结构性的改

变 另一方面还可能有许多新的污染物被排

放人海
。

比如
,

由于
、

六六六等有机氯农

药被禁止生产和销售
,

一些新的农药将投人

使用
,

从而有可能出现新型污染物
。

此外
,

沿

海地区兴建大型火力发电站和核电站
,

极可

能引起海域热污染加剧
,

放射性污染可能趋

向明显
。

环境灾害加剧

中国近海近年来随着局部海域富营养化

加重
,

赤潮灾害的发生频率
、

持续时间和危害

程度都呈上升趋势
。

年代
,

赤潮灾害的发生

是每年
一
次

,

赤潮生物也仅有几种
,

年

代初则上升到每年
一

次 赤潮生物涉及

硅藻
、

甲藻甚至浮游动物的几十个种类
,

造成

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几十亿元
,

给近岸的养殖

与捕捞带来很大危害
。 一

年
,

渤海监

测到的赤潮就发生了 多起
,

影响面积达数

千平方千米
,

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可达数十

亿元
。

特别是一些赤潮生物种类可产生毒素

并沿食物链 网 传递与富集
,

最终危害人类

的健康
。

资源衰减和生态环境退化

近海海域
,

特别是河 口 区
,

是海洋生物栖

息
、

索饵
、

产卵繁殖的重要场地
。

这些地区一

旦被污染
,

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

进而引

起生物资源的衰减
,

甚至造成许多排污 口附

近海域生物绝迹
。

例如
,

长江 口是多种经济鱼

类的产卵繁殖场所
,

也是 多种溯江鱼类洞游

的必经之路
。

年代以来
,

这里的环境逐渐被

污染
,

原有 的银鱼产卵场发生变迁
,

其徊游路

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因而导致银鱼产量逐

年减少
。

年代银鱼年均产量为 吨
,

年代为 吨
,

年年仅为 吨
,

年

又下降到 吨
,

年这里银鱼几乎绝产
。

又如大连湾过去是鱼肥虾壮
,

参贝俯拾

皆是的海域
,

年代前年产海参干品 万

千克
、

扇贝 多万千克
、

海带 多万千克
。

进

人 年代后
,

由于近岸海域受到严重污染
,

岸边底泥变成五颜六色
,

鱼虾产量锐减
,

海参

和扇贝几乎绝迹
。



二
、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海洋

环境保护问题
综上所述可 以清楚地看到

,

中国近海环

境的污染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绝不容乐观
。

因

此
,

必须坚持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

发展的原则
,

认真对待下一世纪中国面临的

海洋环境保护 问题
。

化肥与农药污染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农业大国
,

为

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越来越多 的人 口
,

除改

良作物品种与耕作条件外
,

一个有效的力
、

法

就是施用农药与化肥
。

而化肥和农药中的一

部分为地下与地表水携带人海
,

造成对海洋

的污染
。

与发达 国家的部分近岸水体相 比
,

我

国河流的 比可达到
一 , ,

即大量的

营养物质输人到海洋
,

使得近岸水体处于富

营养化状态并引发赤潮灾害
。

据有关部门估

计
,

我国进人 世纪的上半叶人口才能进人

零增长状态
,

那时人 口约为 巧 亿
一

亿
,

需

要每年提供 亿
一
亿吨粮食

。

与此同时
,

我

国的耕地在现有可耕地面积基础上
,

不大可

能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粮食增长只能靠优

化种籽及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
。

而化肥和农

药中相当一部分为地表水冲刷最终由河流或

地下水输送人海
,

造成富营养化和营养比例

失调
,

而残存的农药则对生活在近岸与浅海

区域的生物造成伤害
。

放射性污染

地球上的化石燃料虽然很丰富
,

但按现

在的使用与开采进度
,

大约在几百年之后
,

人

类便面临能源危机
,

核能在下一个世纪将会

愈来愈被人们重视和开发
。

目前人工放射性

主要由四种途径进人海洋 一是卫星的组件

从空间进人海洋 二是海上核动力船只 三是

沿海核动力电厂 四是倾倒人海的核废料
。

与

其他污染相 比
,

放射性污染的程度和核素半

衰期的长短有关
,

可在海洋存留相当长的时

间
,

约 护 一 伊年
。

在今后的
一

年内
,

我 国计划在秦山

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
,

再在沿海地区建

造更多的核反应堆
,

对其对环境的污染影响

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

因为即使那些正常运行

的反应堆
,

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

核反

应堆运行时大量的冷却水除了对附近的水域

有热污染效应外
,

随着反应堆的老化
,

核素的

泄漏也会愈加严重
。

溢油与泄漏污染

据统计
,

进人海洋中的石油污染大约有
一

与船只失事有关
,

与此类似的还

有固体与其他液体的泄漏等等
。

我国每年发

生船舶原油泄漏事件几十起
,

溢油可达上万

吨
,

而且这种事件大都发生在浅海或陆架区

域
。

石油中的不同组分在海洋中的降解速率

差别很大
,

以致于它们在海洋中的半衰期可

以从一天到数月之久的时间内变化
。

滋油除

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外
,

还影响海水水质及

海洋生物链
。

由于这些食物链的终端为人类

本身
,

海洋溢油不仅对环境
,

而且对人类健康

都具有直接威胁
。

世纪初随着我国海洋运

输业和油气开发业的长足进步
,

这种灾害性

的突发事件还会增多
,

因此必须加强我国海

上溢油应急能力的建设
。

养殖废水污染

年代发展起来的我国海洋养殖业发展

迅速
,

目前已具有很大的规模
。

在沿海海水养

殖过程中投人大量的饵料
,

这些饵料中的相

当一部分不能为养殖对象摄取而进人沉积物

或悬浮于水中
。

此外
,

在养殖中为增加动
、

植

物的抵抗力或减少疾病需加添诸如维生素与

杀菌剂之类的添加剂
。

在目前的养殖条件下
,

含有上述物质的养殖废水经常不经处理就直

接排人海洋
,

对局部或区域的环境破坏性很

大
。

在某些地区
,

它的影响可超过河流污染的

危害
,

甚至导致近岸水域大规模赤潮灾害的

发生
。

年夏季
,

河北省沿海发生在养殖区

及其周围海域的赤潮
,

影响海域面积超过

多千米
,

使鱼
、

虾
、

贝类大量死亡
,

经济

损失达 亿多元
。

下世纪初我 国近海养殖业

仍将有更大规模的发展
,

海水养殖废水污染

问题形势仍将严峻
,

必须对海水养殖进行深

人的科学研究
,

开展现代化的科学养殖
。



渤海污染日益突出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
,

面积仅有 万千

米
,

平均水深只有 米
,

它是世界上典型的

半封闭海之一
。

其海水交换能力很差
,

渤海海

水交换周期需 年之久
。

近年来
,

由于人海

污染物大幅度增加
,

致使渤海环境质量急剧

恶化
。

渤海的环境容量本来就小
,

但每年接纳

的陆源污水量达 亿吨
,

各类污染物 多

万吨
,

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纳污池
。

由于渤海

海水自净能力很差
,

造成渤海近岸水域污染

严重
,

其三类和超三类水质已占到了一半
。

在

整个渤海海区中
,

辽东湾
、

渤海湾和莱州湾污

染最为严重
,

三者纳污量之和占整个渤海的
。

如辽宁的锦州湾沿岸每年有 多万

吨污水排人湾内
,

余万吨工业废渣堆放岸

滩
,

致使湾内水域的重金属严重超标
,

其中锅

超标 倍
,

汞超标 倍
,

锌超标 倍
。

渤海污染的最直接后果是环境灾害频

发
、

生态环境破坏
、

渔业资源濒临枯竭
。

渤海

近几年来赤潮灾害逐年增多
,

每年多达 余

次
,

而灾害的程度和影响的面积越来越大
。

年夏秋之交在渤海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罕

见的赤翻灾害
,

其持续时间和影响面积均为

我国赤溯灾害之最
。

由于渤海海洋生态环境

的破坏
,

抽海生物种类明显减少
,

渔业资源濒

临枯场
。

目前
,

辽东湾渔场基本报废
,

凤尾鱼

绝迹 锦州清的产卵场和育幼场遭到严重破

坏 渤海清一些主要经济鱼虾蟹类产卵场和

育幼场
,

已基本成为无生物区 莱州湾地区原

盛产的银鱼和河蟹已基本绝迹
。

由此看出
,

渤

海的污染状况日趋严重
,

已到非治理不可的

程度
,

否则可能成为第二个漱户内海
。

三
、

防治污染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目前我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退化
、

近海

污染范围扩大
、

局部海域污染严重
、

污损事件

和环境灾害频发的现状
,

已得到我国政府有

关部门的重视
,

并将渤海的治理列人 了本世

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国家环境重点治理工程
,

即 工程
,

该治理工程包括了 河 淮

河
、

海河
、

辽河
、

湖 太湖
、

滇池
、

巢湖
、

区

酸雨控制区和 控制区
、

市 北京市 和

海 渤海
。

要想从根本上治理中国近海的海

洋环境污染
,

并使其长期处于 良好的状态
,

就

必须坚持陆海并重和防治结合的原则并采取

必要的对策和措施
。

坚持陆海并重和防治结合的原则

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的污染物
一

来自陆源
,

它们进人河 口
、

海湾和近岸海域
,

造成局部海域的严重污染
。

而渤
、

黄
、

东
、

南海

基本上属于陆架浅海
,

海洋的动力条件和海

水 的自净能力都很有限
,

不可能容纳过量的

污染物
。

同时
,

来自海上船舶运输
、

油气开发

和浅海水产养殖的污染也更加大了海洋污染

的压力
。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陆海并重 的原

则
。

从近几年来中国近海的环境变化趋势
,

如污染物总量在增加
、

污染范围在扩大
、

污损

事件频发
、

环境灾害加剧和生态系统退化来

看
,

海洋环境污染越来越重
,

说明未能坚持好

防治结合的原则
。

我国绝不能走发达国家走

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在一切开发活动

之初
,

首先要加强防止海洋污染的意识
,

采取

必要的措施
,

从源头上控制住一切污染物的

排放量
。

只有这样
,

治理工作才能获得显著的

成效
。

实行排海污染物总 控制制度

在我国必须建立并实行重点海域排污总

量的控制制度
,

控制排海污染物的种类
、

数量

和速度
,

以保护海域环境及充分合理利用海

洋资源
。

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目标及区

域分目标体系
,

制定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规划和计划
,

建立排放总量控制的监

测
、

监督和评价系统
。

制定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性法规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
,

也是目前污染最严

重的海域
,

而环渤海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要

求加快渤海环境污染的治理速度
。

因此
,

尽快

制定渤海污染防治法规或条例
,

已是当务之

急
。

为了促进该区域法规的早 日出台和加快

国家 渤海重点整治工程 的进程
,

建议

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
,

有沿海省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