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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南岸是山东省重要的沿海经济发展区
。

笔者认为该沿海地区水资源贫乏而导致的

地下水超采是目前产生各种环境间题的主导因素
,

也是制约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

一
、

区城水资源短缺

本地区水资源紧缺
,

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大范围的干早
,

另一方面是由于需水量剧增所造

成
。

1
.

水资源紧缺的原因

( l) 气候干旱 山东省属于半湿润半千早的温带季风区
,

而莱州湾南岸又是山东省降水

量较少的地区
,

每年平均降水量仅 64 0 毫米左右
,

并且近十儿年来同华北地区一样
,

本地区

始终处于连续干早的严峻形势 (见表 1 )
。

由于降水量每年亏空
,

地下水始终未能充分补给
,

但开采却有增无减
,

造成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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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量分配 不均
,

流域径流弃水量大 同山东全省一样
,

本 区年 内降水量分配很不

均匀
,

其中70 一80 %集中于 6 一 9月
,

全年径流量80 ~ 90 %集中在汛期之后
。

另外由于本区基

本属于较狭窄的滨海冲积平原
,

平原坡降较大
,

河流源近流短
,

使地下水储量逐年剧降
,

如

莱州市 1 9 7 7 年地下水储量可 达8
.

7亿米
, ,

到 1 9 8 8年 已降至 2 亿米
, ,

地下水位也势必剧降
.

(3) 区内工农业生产规模发展快
,

需水量猛增
,

农田灌溉面积不断增加
,

灌溉用水量不

断提高
。

(4) 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

社会需水量 日益增长
。

人 口逐渐增长
,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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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水量相应逐年增加
,
各市

、

县
、

区的旅游
、

宾馆
、

服务行业发展很快
,

客流量增加
,

耗

水量猛增
.

由于上述原因
,

莱州湾南岸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情况非常突出
,

仅由莱州市 1 9 7 6~ 1 9 8 4

年的统计资料即可略见一斑 (表 2 )
。

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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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下 降现状

鉴于上述原因
,

本沿海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
,

迫于工农业用水量的压力
,

超量

开采地下水已为大势所趋
,

从而造成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

据资料统计
,

西部寿光
、

昌邑
、

寒

亭等县
、

区 1 9 7 6 ~ 1 9 8 9年地 下水位平均下降6 ~ 8米
,

而东部龙 口
、

莱州两市地下水位平均下

降7一10 米
。

近十年中在工业集中和生活用水量大的城镇附近如潍城区
、

莱州市
、

龙 口 市周

围地下水位下降已达18 米以上
。

剧烈的地下水位下降已在莱州湾南岸沿海地区形成大面积的

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区和水位负值区 (水位低于黄海基准面的区域 )
。

在西部的 寿 光
、

寒亭以

北的潍北滨海平原即形成四个较大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区
,

总面积达 90 0 余平方公里
。

东部

的莱州
、

龙 口两市也出现数个漏斗区
,

最大地下水位下降达 18米以上
,

而且地下水位负值区

面积也在不断地扩大
,

至1蛤匀年东部滨海平原负值区面积已达到 450 平方公里
,

最大负值已

达到
一
18 米

。

目前
,

莱州湾南岸沿海平原地下水位负值漏斗区总面积已 达 到 2 4 0 0 余 平方公

里
。

在此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的严峻形势影响下
,

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

大

量机井干涸废弃
,

农田灌溉面积 日趋缩小
,

地下水开采费用却逐年增高
,

粮食产量全区连年

减产
,

沿海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减慢
,

许多工厂因缺水而几易水源地
,

不少工厂因无水源保证

被迫
“
关

、

停
、

并
、

转
” 。

二
、

地下水过t 超采拼发的环境问肠

地下水过量超采
,

在莱州湾南岸滨海平原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环境间题
,

尤其是造

成的海
、

咸水入侵灾害及土地盐渍化间题更加突出
。

1
.

海
、

咸水入侵

如上所述
,

莱州湾滨海平原的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

破坏了沿岸带原有的海水一地下水

之 间的水动力平衡条件
,

在地下水位负值区
,

较高的海水水位使海水在一定水头压力下向陆地

淡水层渗入
,

造成地下水质恶化
。

这种海水入侵的环境灾害主要发生在东部即莱州市土山以

东的滨海平原
,

其中以莱州市为最突出
,

随着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

海水入侵的速度是非常

惊人的 (表 3 )
。

到 1 9 8 9 年 9 月该市海水入侵面积 已达 2 12
.

4 平方公里
,

占该市平原面积的

1 1
.

1 %
,

多年平均的海水内侵速度达到 1 82 米/年
.

当然
,

这种环境灾害的形成和发展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

首先
,

近几年来沿莱州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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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县竞相修建养虾池
,

初步估算每县可达3一5万亩
,

而且越来越向内陆发展
,

甚至建到村

头
、

城边
。

如按每亩虾池引灌海水1 0 0 0米
, ,

渗透系数以 0
.

5 米 / 日计
,

这种人为造成的海水

侵染在本区可达每县每天2 5 0 0万米
,

海水渗入地下
,

是非常惊人的
。

另外各市
、

县开发盐田也

同样会产生这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

莱州
、

寒亭
、

寿光
、

昌邑都在发展数十万吨至百万吨的盐

场
,

纳入海水的量也决不容忽视
。

莱州湾是我国风暴潮多发地区之一
,

也是渤海风暴潮受灾

最严重的区域
,

风暴潮对该地区的海水侵染间题也产生很大影响
,

每次风暴潮灾过后海水侵

染也将相应加剧
。

西部平原与东部平原不同
,

在潍北平原地下平行于海岸有一长达 1 13 公里
,

宽 15 一20 公

里
,

厚60 一80 米的 卤水带
,

卤水带上方的地面基本为盐碱荒地
。

这一卤水带由于盐业系统长

期开采卤水
,

形成了一系列地下水降落漏斗
,

并逐渐扩大
、

相连
,

从而在卤水带中形成一狭

长地下水位负值带
,

引起了海水 向卤水带的内侵补给
,

这对开采 卤水晒盐反倒是有利的
。

但

是在此卤水带南侧的地下咸
、

淡水分界线 以南
,

由于潍城
、

寒亭
、

寿光
、

昌邑等地地下水的

大量超采
,

盐业本身的地下水开采
,

形成三
、

四个不断扩大的降落漏斗区
,

造成原来咸
、

淡

水之间的动态平衡条件破坏
,

形成自北向南的水头压力
,

导致咸水体向南部淡水层的侵染
,

这种情况以寿光
、

昌邑为典型
。

寿光县 自1 9 8 1年始出现咸水侵染
,

至1 9 8 9年 6 月 已向南运移

54 平方公里
,

年平均向南侵染 1 97 米
,

到 1 9 8 9年西部平原侵染面积 已达到2 30 余平方公里
。

目前滨海平原海水侵染和咸水的扩散仍在继续发展
,

全区海
、

咸水侵 染 总 面 积已达到

4 35 平方公里 (见表 4 )
,

对全区造成很大损失
,

环境危害严重
。

海
、

咸水侵染后致使地下淡

水咸化
,

由此原因造成全区 6 0 0 0多眼机井报废
,

有 5 万多亩耕地因浇灌咸化了的地下水而次

生盐碱化
,

造成全区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
,

仅 由于海咸水侵染危害
,

全区每年减产粮食 3 一越亿

斤
,

加上千旱灾害影响
,

仅1 9 8 9年全区减产粮食10 亿斤
。

另一方面
,

海
、

咸水侵染造成工业

\\\

兹兹讲
.

恤
_ ___ 龙 口口 招 远远 莱 州州 平 度度 昌 邑邑 寒 亭亭 寿 光光 合 计计

侵侵染区面积 (平方公里))) 8 5
。

777 5
.

999 2 12
.

444 5
.

000 4 2
.

000 3 0
.

000 5 4
.

555 4 3555

侵侵染区耕地 (万亩))) 1 0
。

000 0
。

777 2 4
。

444 0
。

666 4
。

888 3
。

555 6
。

222 5 0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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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水质恶化
,

工业水源更加紧缺
。

企业因此被迫儿次迁移水源地
,

或 因 水 质 间题被迫转

产
,

或因水质造成产品质量下降而滞销
,

或造成机械设备
、

管道等锈蚀严重
,

设备替换投资

大大增加
,

凡此种种海
、

咸水侵染造成的危害
,

使近海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威胁
,

仅龙 口
、

莱

州两市就有近三十余座工厂因此而处于困境
,

年减少利税5 0 0 0万元左右
。

同时由于地下水质

被污染
,

侵染区的人
、

畜吃水发生很大困难
,

全区有 40 多万人吃水问题难 以解决
,

只得依靠

远距离运水解决
,

花费大量资金
,

给群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

2
.

土壤盐渍化

莱州湾沿海的寿光
、

寒亭
、

昌邑以及莱州
、

平度等县
、

市的滨海地 区历史上形成大面积的

盐碱荒地
。

解放后
,

党柑国家十分重视对盐碱地的改 良和开发
,

许多科研部门和当地政府组织

力量在此滨海平原采取很多措施积极治理盐碱
,

使一部分盐碱地恢复了种植能力
,

全区盐碱

荒地面积己逐步缩小
。

但是近十年来
,

由于本区海
、

咸水侵染灾害迅速发展
,

特别是 由于各

市
、

县对海岸带的开发利用没有周密计划合理布局
,

盲目地发展人工养虾
、

盐业
,

人为地使大

量海水渗入地下
,

重使土地盐渍化又有新的发展
,

全 区目前的盐碱荒地已达 到 了 90
.

3 万亩

(见表 5 )
,

间题是这种耕地盐渍化危害仍继续发展
。

在 昌邑县东家乡 由于人为地引灌海水
,

每年以 5 00 ~ 1 0 0 0 米的速度 向内陆渗透
,

次生盐渍化有增无减
。

此环境间题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
,

它不只是耕地撩荒
、

农业减产的损失
,

更严重的是将导致沿海平原区的生态环境恶性循

环
。

表 5

县 (市) 名 龙 口 l 招 远 } 莱 州 1 平 度 ! 昌 邑 l 寒 亨 } 寿 光 } 合 计

盐碱地面积(万亩 )

3 一

{
1 一

}
3 一

{
王2一

卜
一

1
1 2一

⋯
4 1

,

。

⋯
9。

3
.

地下水污染

莱州湾南岸滨海平原区有小清河
、

白浪河
、

弥河
、

虞河
、

潍河
、

胶莱河
、

王河
、

黄水河

等大小河流过境入海
.

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
,

这些河道 已成为工业废污水
、

城镇生活污水的

主要排污河道
,

沿河各地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西部平原区的小清河流经济南
、

淄博
、

潍坊等市
,

每年向小清河排放废污水达 2
.

4 亿吨 , 白浪河
、

虞河
、

潍河三条河流是潍坊市的

主要排污河流
,

每年接纳废污水 1
.

01 2 亿吨
,

都是西部平原的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
而东

部平原较大的黄水河为龙 口市某些企业的排放废污水河道
,

王河为莱州市的沿河一些单位废

污水排放河道
,

均成为主要污染地下水的河派
本滨海平原区河流松散冲积层深厚

,

地下水以潜水和浅埋型的承压水为主
,

潜水位 以上

岩层透水性强
,

地下水受到河流的很强补给
,

所以极易受到河水带来的污染
。

近几年来
,

由

于平原 区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

形成 了降落漏斗区
,

加大地下水流的水力坡度
,

更加剧了地表

水 向地下水的渗透污染速度
,

在主要城镇
、

工矿区的降落漏斗范围均成为沿海地区的地下水

重污染区
。

从另一个角度讲
,

由于连续十多年的干早
,

河流上游多修建水库蓄水
,

河水径流

大为减少
,

河水更新自净能力明显降低
,

使河流沿岸地下水污染程度也显著增加
。

据测定
,

目前各河流中的污染危害物质共有汞
、

铬
、

铅
、

硝基苯
、

酚
、

氰
、

硫化物
、

六

六六滴滴涕及石油等多达 50 余种
,

含量可分别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几倍至几十倍
,

而从各地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8 卷

下水重点污染区的现状看
,

地下水污染中六价铬的污染较为突出
,

含量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的 10 一40 倍
,

其次是硝酸盐和氯化物污染
,

平均值在 10 毫克 /升
,

再一明显的污染表现是地

下水中无机盐含量增多
,

硬度显著增高
,

严重区可达40 一65 度左右
。

本地区为山东省重点粮食

高产区
,

耕种过程中施用农药
,

投放化肥量较大
,

造成土壤
、

地下水次生污染
,

这也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
,

尤其是有机氯农药使用后的污染较突出
。

目前全区地下水污染已造成数十家厂矿企业的水源井和大量农业灌溉机井
、

生活用水井

废弃
,

地下水质污染面积可有数百平方公里
,

仅龙 口一市 已达 60 平方公里
; 与此同时

,

在平

原区的各河 口位置
,

也已经造成海域的环境污染
,

对海洋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

本滨海平原将成为我国重要的盐化工基地
,

加之济南
、

淄博
、

潍坊等一系列大型化工
、

化纤企业的不断兴建
,

地下水质污染的状况将会更加严重
。

据预测
,

到 2 0 0 0年工业及生活废

污水总排放量将达到 目前的 2
.

3 倍
,

而其中的铬
、

酚
、

汞
、

石油等各种有害物质的总量都将

达到 目前的 2 倍
,

目前虽尚未达到全区普遍污染的程度
,

但如不引起充分重视
,

地下水质污

染的 间题将会愈演愈烈
,

对本区陆上和海洋环境都造成很大危害
。

4
.

地方病

莱州湾沿岸从地质历史时期至今始终是海水内侵的频繁发生区
,

这对滨海平原的地球化

学环境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

所以这儿一直是山东氟中毒发病的重点地区
。 一

近些年来
,

由于

人类生产活动造成本区水环境条件的恶化
,

海咸水侵染危害显著增加
,

地下水质污染也日趋

明显
,

造成人民生活用水困难
,

长期饮用劣质水
,

使当地地方病种类和发病人数大大增加
。

尤

其是在土山以西的潍北平原上
,

地表为第四纪形成的含氟量较高的土层
,

地下卤水体与海水

入侵造成地下水滞流
,

水质更差
,

地方病更加突出
。

全区最显著的是氟中毒病症和甲状腺肿

大等发病率的增加
。

据统计
,

目前全区主要有甲状腺状
、

氟斑牙
、

氟骨病
,

布 氏菌病
,

肝吸

虫病等地方病
,

患病总人数 已达 45
.

1 万人
,

而 且 近几年各地患病人数增加很快
。

寿光县各

种氟病患者 由20 万上升到40 万
,

莱州市 由3 0 7 6 人很快发展到 1
.

5 万人
,

这不能不引起高度警

惕
。

三
、

环境综合治理对策探讨

综上所述
,

该沿海地区的环境间题主要是围绕地下水位大幅度下 降 而 产 生的水环境间

题
。

因此本区的环境综合治理
,

必须首先优化水环境
。

1
.

强化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水资源开发利用多层次
、

多机构
,
多月标

,

必须建

立区域性全权的统一管理机构
,

强化统一规划
、

管理全区地表水
、

地 下 水 的 开发和调配使

用
,

以及控制废污水的排放和处理工作
,

彻底改变目前各行业
、

单 位 各 自为 政 的 用 水体

制
,

制止乱采乱用的状况
;
研究

、

制订并宣传
,

推行水资源科学管理的政策
、

法规
、

强化全

民节水意识
,

在搞好 区域水资源合理开发
、

利用规划基础上
,

科学调节用水
、

调配水源
、

用

水方式及用水量
; 严格控制各厂

、

矿企业的排污量
,

强化管理流域内为重点污染源的企业
,

推行科学的污水处理技术和方法
,

既减少污染又增加废污水重复利用率
。

2
.

开源
、

节流并重
,

补充
、

丰富水资源

首先
,

采取多种水利工程进一步开发水源
,

可包括水库
、

墉坝拦蓄洪水的地表径流
,

修

建地下水库
、

渗渠
、

渗井拦截剩余洪水补给地下水
,

调用外流域客水等各种开源措施
。

同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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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系统研究及预测预报

吕厚远 李培英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一
、

海洋灾容系统研究的意义

海洋灾害是全球性灾害
,

也是系统性灾

害
,

在全部自然灾害中
,

海洋灾害系统占据
‘

7。%
.

近年来
,

我国由于海洋灾害系统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60 亿元 /年以上
, 1 9 9 0年

仅浙江省因 台风灾害损失 41 亿元以 上 ¹
.

随

着经济的发展
,

受害程度亦将日益加重
,

研

究
、

预报海洋灾害
,

把灾害程度降低到最低

限度
,

是一项必要的
、

十分紧迫的任务
。

不同形式的海洋灾害 (海面上升
、

风暴

潮
、

地震
、

海 啸
、

台风
、

巨 浪
、

海 雾
、

海

冰
、

厄尼诺
、

新构造运动
、

海岸侵蚀
、

海底

滑坡
、

海岸风沙
、

生物资源灾害以及由海洋

灾害所衍生的陆地 自然灾害)
,

在超 长期 及

中
、

短期形成过程中
,

不仅 有 时 空 上的连

续
、

复杂的表现形式
,

又有成因上的内在联

系
。

力推行各种节水措施
。

农业用水占本区用水总量的幼 %左右
,

‘

但用水有效率很低
,

必须改变

农业粗放灌溉方式
。

在加强农由永利基本建设的塞铀
l

上
,

大力推广滴
、

喷
、

渗灌及低压管道

灌溉等措施
,

科学调整作物种植结构
,

在送内逐渐发展成节水型农业
。

要加强工
、

矿企业内

部管理
,

逐步采用节水新工艺和新设备
,

澳高工业
、

生活废污水重复利用率
,

使其资源化
。

并应当加强微咸水处理
、

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
。

3
.

实施生态农业工程
,

优化环境

大力搞好植树造林
,

在滨海平原上游地区营造涵养林区
,

涵养水源
,

加快地表
、

地下
、

大气降水
“

三水转化
, ,

还可以保持好水土
;
滨海平原滨海带建设好基干防护 林 带

,

并配套

植种灌草自然植被
,

防风
、

固沙
、

保护防潮堤坝
,

还可 以防治表层土盐渍化
,

美化海岸带环

境
。

在大范围滨海平原上建设好平原农田林网
,

实现林粮间作
,

大力培育推广耐早
、

耐盐的

作物品种
,

调整好作物种植结构
,

并绿化河滩
、

堤坝
、

村边
、

地头
。

在滨海平原的盐碱荒地

区培植抗盐碱树种
,

推广种植耐盆
、

高蛋自的牧草草种
,

改 良盐碱
、

发展牧业
,

逐步使恶化

的环境条件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

4 .

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好海岸滩涂的开发利用

在本区海岸
、

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中首先要克服图近利而盲目地发展养殖虾
,

发展盐田的

倾向
,

处理好资源与环境统一体关系
。

在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因岸段
、

距海远近而制宜

地统一规划
、

布局
,

合理开发
,

宜渔则渔
,

宜盐则盐
,

宜牧则牧
,

宜农则农
,

多层次
,

综合

开发利用
。

母 资料来自浙江省民政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