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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

陆源污染物大量入海、海洋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均给渤海环境造成

了巨大压力。文章从渤海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入手，分析污染治理措施及其效果，提

出渤海海洋环境保护的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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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是我国唯一半封闭型的内海，为辽宁、

河北、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所环绕，黄河、海

河、辽河三大流域径流汇入渤海。环渤海地区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滨海城市化及临

海工业发展快速。２０１０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

产总值１３２７１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３４．５％，２０１１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

值１６４４２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３６．１％，其中海洋电力业、海洋船舶工业、海

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滨海旅游业、

海水利用业年增加幅度均在１０％以上
［１－２］，海

洋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渤海海域生态系统

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渤海湾自身海水

交换能力差，加之陆源污染物排海量逐年增加，

渤海滨海湿地大面积减少，局部区域海洋资源

衰退，使得海洋功能退化、海洋生态系统愈加

脆弱。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１７日，蓬莱１９－３油

田相继发生两起溢油事故，导致大量原油和油

基泥浆入海，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

污染损害，再次将渤海环境问题推到风口浪尖。

本研究从渤海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入手，分析

污染治理措施及效果，给出渤海海洋环境保护

的几点思路，以期能为渤海海洋环境科学管理、

经济发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依据，

实现社会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良策。

１　渤海环境的主要问题

渤海海域面积为７１７万ｋｍ２，平均水深

１８ｍ，小于１０ｍ水深的海域面积约占总面积

的２６％，海岸线总长６５８４ｋｍ，占全国海岸

线的２０．６％。近 年 来，辽 宁 省 的 “五 点 一

线”沿海经济带、河北省的 “曹妃甸循环经

济示范区”和 “沧州渤海新区”、 “天津滨海

新区”和山东省的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等开发规划将进一步加大渤海环境压

力，渤海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３］。根

据国家海洋局的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和 《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渤海未达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总体呈

增加的趋势［１，４］，影响渤海环境质量的主要问

题有近岸水体富营养化加剧、高温高盐水大

量入海、陆源污染入海严重、海源污染增多，

严重影响了渤海水体环境和生态系统健康。

１１　近岸水体富营养化加剧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

快、沿岸海域开发活动增多以及近岸海域集约

化和半集约化养殖的兴起，大量的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农业污水、养殖污水等排放入海，

渤海近岸海域污染日趋严重，以渤海三湾和部

分城市近岸海域污染为甚，海水富营养化程度

不断加剧。氮磷比作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指

标，一般海水中正常的氮磷比值为１６∶１
［５］。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渤海海域氮磷比为２∶１～

３∶１，在９０年代初为５∶１～１０∶１，在９０年代

末升高为１６∶１～２４∶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氮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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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约为５０∶１，至２００８年渤海海域氮磷比达

到６７∶１，局部海域高达２００∶１，其中无机氮含

量日益升高，渤海海域营养盐结构由氮限制演

化为现今的磷限制［６－８］。

水体的富营养化使得赤潮发生的概率大大

增加，渤海赤潮灾害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确实

在不断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渤海有史以来记

录到的赤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每年仅为

０．１次，年发生面积９０ｋｍ２，进入９０年代后

平均每年发生赤潮２．７次，年发生面积超过

１７５０ｋｍ２，２１世纪初年平均发生赤潮１１．４

次，年发生面积超过２８３０ｋｍ２，２０１１年发生

赤潮１３次，累计面积为２１７ｋｍ２
［１，９－１０］。

１２　高温高盐水入海，直接影响渤海水体环境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处海河流域、辽

河流域、黄河流域下游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

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区域。为缓解淡水资

源短缺的压力，各省市大力发展海水淡化项目，

至２０１０年，环渤海地区主要海水淡化工程的海

水处理能力已达到３６万ｔ／ｄ，在淡化海水过程

中大量浓缩的高盐海水排放入海，对渤海近岸

海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１１］。而且近

些年来，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超采、

地面沉降、地下水资源被破坏等问题，使得入

海径流大大减少，尤其是黄河流量大幅减少，

这些都是造成渤海海洋生态用水量逐年降低，

海水盐度不断升高的原因。

环渤海燃煤电厂已有４０余座，均采用海水

直流冷却方式，大量的温排水涌入海中［１２］，加

之渤海湾内水动力条件较差，温升扩散相对开

放型海域较差，温排水的影响使得近岸海域的

生物群落结构、主要生物物种和种群密度等都

发生变化，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游泳动物等

的生存环境也随之改变，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

统，并造成一定程度上渔业资源的损失。

１３　陆源污染严重，损害近岸海域生态系统

陆源污染物入海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影

响因素，在近岸海域，约为９０％的污染物来自

陆地，２００９年 《渤海海洋环境公报》的数据显

示：渤海沿岸实时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共１００

个，工业排污口３２个，而这些沿岸排污口超标

排放现象严重，７５％的监测排污口存在超标排

放现象，４０％的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７％的重点排污口邻近

海域生态环境有所恶化。２０１１年，排入渤海的

主要污染物总量达到９７．４万ｔ，包括化学需氧

物质、石油类、营养盐和重金属、砷等，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农业耕作产生的含有机污染

物污水也被冲刷或直排入海，多种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开始被检出，６６６、ＤＤＴ的检出率均较

高，部分排污口有机氯农药的含量明显高于我

国近岸海域的平均水平 （＜１０ｎｇ／Ｌ）
［１３－１４］，海

湾、河口、湿地滩涂等典型的生态系统遭到严

重破坏。

由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各

地政府向海要地的欲望越来越强，港口码头、

人工岛等涉海围海造地工程不断上马，沿岸地

区海岸线不断被拉直，水动力条件大幅改变，

围垦、泥沙淤积及过度开发利用等因素导致岸

线缩短、自然湿地面积大幅萎缩，其中以盘锦

滨海湿地、天津近岸湿地和黄河三角洲湿地破

坏最为严重。海岸工程的建设还影响到环渤海

区域生态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分布不均、林龄

老化、林种和树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凸显［１５］。

１４　海源污染增多，生态环境严重受损

随着环渤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港口建设的

加快，船舶流量逐年提高，海上倾废、港口及

船舶污染都在影响着海洋环境，同时因石油运

量增加，船舶发生事故性溢油的风险加大。渤

海海域现有２０个海上油气田，１６５个海上石油

平台，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

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产量占

全国 ５０％ 以上，但在近两年里也是事故频

发［１６－１８］，尤其是在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和６月１７

日，蓬莱１９－３油田在钻井过程中相继发生两

起溢油事故，导致大量原油和油基泥浆入海，

河北省秦皇岛、唐山和辽宁省绥中的部分岸滩

发现来自蓬莱１９－３油田的油污。受溢油事故

影响，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降低，

海洋生物幼虫幼体及鱼卵仔稚鱼受到损害，底

栖生物体内石油烃含量明显升高，海洋生物栖

息环境遭到破坏，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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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污染损害［１９］。

２　当前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

面对渤海海域日益严重的污染状况，从海

洋行政管理部门到环保部门，从海洋专家学者

到广大从业人员都在集思广益讨论着渤海污染

的治理方法并付诸实施，为恢复渤海海域生态

环境、推进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做着不懈

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

２１　严格管控陆源污染物入海及区域排污总量

近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 《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等的颁布实施，为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

保障人体健康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面对渤海越

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

要按现行法律法规严格管控陆源污染物入海，

关停和淘汰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企业，处理

违法排污单位，鼓励绿色清洁生产，从源头上

切断污染源；加快工业、农业、生产生活污水

处理和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建设，沿渤海区域

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排放；按

照河海统筹、陆海兼顾的原则，测算各海域环

境容量，确定各海域污染物允许排入量和陆源

污染物排海削减量［２０－２２］。加强监控、核查和监

测污染物排放，严格控制污染物入海总量，继

续推行海洋节能减排政策，完善涉海工程排污

申报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促进近岸海域海洋环

境质量的改善，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２２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积极推进生态修复

加强海岸带的生态保护，严禁破坏海洋生

物生存环境的项目开展，防止海岸的侵蚀、挤

占，切实加强海岸线、海滩的保护；沿海地区

尤其要注意不得超采地下水，节约使用地下水

资源，防止海水的倒灌和入侵，保护好近岸海

域生态环境；加强对海洋渔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防止过度捕捞，在内湾或浅海处选择性养殖海

带、裙带菜、紫菜等大型经济海藻，既可净化

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使资源能够再生

和持续发展；加强对现有自然保护区的投入，

努力搞好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积极开

展海洋生态修复、人工鱼礁建设等工作，加大

受污染滨海滩涂、湿地的整治力度，减少或避

免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侵害［２３－２４］；建立相应的影

响评估模型，评价沿岸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活动

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切实提高海洋生

态系统的健康水平。

２３　改变现有管理机制，集中海洋执法力量

环渤海区自北向南分布有辽宁省、河北省、

天津市和山东省，涉及１３个地市，行政区域跨

度大，海洋与环保管理部门多，涉及各方利益

复杂，协调联动机制不够完善。要改变渤海污

染的现状，必须要建立区域性的陆海统筹污染

防治机制。各相关省市政府、环保、海洋、海

事、渔政和交通等涉海部门须确立共同的目标，

将各部门执法力量集中起来，建立联合联动共

享的机制，共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与执法监察

工作，把治理渤海污染、保护渤海环境放在首

位。加强海上巡查，对海洋石油、海上航运和

港口码头单位发生的溢油漏油及违规倾废等行

为进行严肃处理［２５－２６］。建立健全重大海上污染

事故应急机制，当发生严重污染事故时，能及

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污染处置，降低污染损害。

２４　以渤海环境问题为契机，完善法律制度

《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环

境影响评价法》和 《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等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多

部法律法规、规划相继颁布实施，但对于渤海

这类区域性与综合型并存的海域尚缺少针对性

法规和配套的实施细则，当发生污染损害事故

时，不仅涉海管理和监测部门各行其是、缺少

协调，在执法和损害赔偿 方面 更是各自为

政［２７－２８］。因此有必要对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重新审定，对 《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的

实施细则、配套法规和环境标准进行编制出台，

以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为契机，以期能推广并

解决其他此类海域的环境问题。

３　强化海洋环境保护的几点思路

渤海的问题受到环渤海区各省市和国家有

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各方面通过推进法律法规

建设，加强海洋执法管理，控制污染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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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态修复等方式和手段加强渤海海洋环境

的保护，污染状况有所好转，环境质量有所改

善。为进一步实现渤海环境治理的目标，构建

和谐渤海、生态渤海，提出以下几点思路。

３１　加强对海洋从业人员的培训

海洋经济的发展，给海洋产业创造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其中２０１０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

３３５０万人，新增就业８０万人，２０１１年全国涉

海就业人员３４２０万人，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７０万

人。保护海洋环境，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不

仅从事海洋行政管理、海洋执法和海洋环境监

检测人员要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并了解海洋环保

知识，更多的涉海从业人员，如沿海企业责任

人、海水养殖户、涉海工程建设者等非专业技

术人员，也要对法律法规等知识有所了解，因

此对这部分涉海从业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很有

必要，使其掌握一定的海洋环保知识，提高其

海洋法律意识、环保意识，在工作中身体力行

的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推进海洋环保，才能

逐渐改变只向海洋要经济效益、却把海洋当作

垃圾场的意识，让海洋环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重视，对海洋环保将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３２　建立海洋 （涉海）工程环境监理制度

目前海洋 （涉海）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的海

洋环境保护与管理一般采用建设单位联合施工

单位和施工监理单位设立工程环境管理机构和

专职人员，其中施工环境监理工作是由工程建

设单位委托具有工程监理资质并经环境保护业

务培训的单位负责，但在实际当中一般是施工

单位环保员负责具体的环境管理工作，施工监

理单位则主要负责施工进度、工程建设质量等

方面，在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上存在着重视程

度不高、专业水平不够等问题。为此，应该考

虑建立并完善海洋 （涉海）工程的海洋环境监

理制度，要求施工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环保员

必须经过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培训并

获取相应的资质后方可负责海洋环境监理工作，

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

除追究施工单位责任之外，还要对监理单位予

以问责和处理，从而明确并规范海洋工程的海

洋环境监理与保护工作程序和内容，确保海洋

工程海洋环境保护措施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３３　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机制

目前在海洋领域实施了一些广义生态补偿

范畴的海洋开发利用收费制度，如 “排污 （倾

废）收费制度”、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制度”。

近年来，渤海沿海部分省市探索性开展了海洋

生态补偿的实践工作，２００７年山东省确定了生

态补偿的对象和标准，２００９年１月发布的 《渤

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及其他

一些与渤海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均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渤海治理的新的途

径和手段。但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海洋生态

补偿的系统研究较少，且尚未从产业开发的角

度，运用市场手段来真正建立补偿标准。尤其

是当发生诸如蓬莱１９－３油田溢油灾害事故时，

对渤海的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

养殖等相关产业造成巨大损失，但是根据 《海

洋环境保护法》所作的补偿金额十分有限，进

行生态损害补偿又缺少相应的法规和标准支持，

索赔工作进展处于尴尬境地。因此对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补充修订，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机

制，更多的关注公众利益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３４　提高海洋产业开发技术标准

目前在渤海区除了海上油气田和海上石油

平台之外，还有１１个热点开发区，１９个海水增

养殖区，５个大型海水渔场，７个倾倒区。作为

河北、辽宁、山东三省和天津市海洋产业开发

利用的热点区域，在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加强

海洋执法管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的同时，

应提高行业准入 “门槛”，进一步提高海洋产业

开发的技术标准，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涉海产业开发企业的资质和技术水平等必须符

合标准要求，确保在用海过程中能做到科学开

发、综合利用，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后续污染。

３５　积极推进海洋环境文化建设

不管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地方性保护

条例的出台，不管是规范海岸带的开发活动，

还是海洋自然资源的保护，使公众了解渤海污

染防治以及生态修复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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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增强公众对渤海水资源、水环境的忧

患意识和海洋环保意识，都离不开公众的积极

参与。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科学管理海洋、开

发利用海洋的同时，应积极推动海洋环境文化

的建设，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加强海洋环境保

护的宣传，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渠道，充分发

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建立健全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监督、举报机制，加大公

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动员社会环保团体自觉

投身于环境保护事业，形成关注渤海、开发渤

海、管理渤海、保护渤海的良好社会氛围，推

动环渤海区海洋产业的发展、促进环渤海区海

洋经济的繁荣，切实做好渤海海洋生态环境与

自然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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