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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天津市海洋环境管理水平,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

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管理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海洋资源丰

富,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围填海工程建设,出现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海洋生物栖息地受损

和陆源入海污染物超标等问题,导致海洋环境风险加大以及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应从顶层设计、

管理机制、用海监管、生态补偿、科技研发和资源配置6个方面入手,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环境

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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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managementlevelofmarineenvironment,promotetheconstruc-

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Tian-

jin,thispaperanalyzedthesituationofmarineenvironmentinTianjinanditsexistingproblems

and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themarinemanage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ianjin

hasabundantmarineresources,withtheconstructionofreclamationprojects,seriouseutrophica-

tionofseawater,habitatdamageof marineorganism andexcessiveland-basedpollutants

appeared,whichhasledtoincreasedriskofmarineenvironmentandsub-healthofmarineecosys-

tem.Anewmanagementmodelofmarineenvironmentbasedonecosystemshouldbeestablished,

whichincludetop-leveldesign,managementmechanism,regulationbyseaandecologicalreplen-

ishment.



1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Keywords:Environmentalmanagement,Marineenvironment,Reclamation,Ecologicalseausage,

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

0 引言

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基于对生态系统的组成单

元和框架结构的理解,研究生态系统过程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相互作用关系,制定适应性的政策法规和

管理措施,恢复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优
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可持

续性,保障生态系统安全[1-4]。

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形成多种类型的生态系

统,其中海洋生态系统是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大

规模开发利用,海岸线属性改变和长度缩短,湿地

和滩涂面积减少,导致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增
加海洋生态灾害风险[5-12]。因此,亟须开展生态系

统管理,修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和重要

过程,增强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提升海洋

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和潜力[13-15]。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岸,天津市

在“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助推下,构
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支点作用,实现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

天津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沿海地区的围填海工程

不断增多,导致近岸海域海水动力环境改变、海洋

环境容量降低和海洋生物栖息地受损,海洋环境质

量呈下降趋势[16-19]。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管理理论

为基础,分析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及其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管理建议,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和持续

动力。

1 天津市海洋环境

天津市位于渤海湾的湾顶,沿海地区为冲积-
海积平原,地势平坦,气候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与

海洋过渡型季风气候。自北向南汇集9个河口和渠

口,是海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的入海口。近岸海域

潮汐为不规则半日潮,潮流通常为回转流,海浪以

风浪为主,海水交换能力较弱。主要海洋灾害包括

风暴潮、海浪、海冰和赤潮等[20],其中冰期通常为每

年12月至次年2月,海河河口附近由于盐度较低较

易出现冰情。

天津市海域面积约3000km2,海岸线长度约

154km,主要为大陆岸线[21]。根据地质地貌形态的

变化情况,海岸类型可分为3种:①缓慢淤积型,主

要分布在汉沽和海河两侧海岸线;②相对稳定型,

主要分布在海河河口以南至独流减河岸段;③冲刷

型,主要分布在蛏头沽-大神堂岸段[22]。在河流、

波浪和潮汐的共同作用下,沿海地区形成沉降平原

和粉砂淤泥质海岸,且随着海河流域的不断冲积,

海岸线经历多次变迁形成滨海湿地。滨海湿地是

天津市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天津古

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典型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总面积约359km2,包括核心区约45km2、

缓冲区约43km2和实验区约271km2[23],核心区包

括俵口牡蛎礁区、七里海湿地区、青坨子贝壳堤区、

邓岑子贝壳堤区、上古林贝壳堤区和巨葛庄贝壳

堤区。

作为海河水系的汇集入海口,天津市近岸海域

海水和淡水交汇处的初级生产力较高,是黄、渤海

海洋生物产卵、育肥和索饵的重要场所和洄游通

道,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贝类资源丰富,形成宝贵

的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库[24]。

2 天津市海洋环境存在的问题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天津市近

岸海域的海洋环境被逐渐挤压,海洋环境风险进一

步加大。海洋生态系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资源

供给、景观维护和灾害防御等服务能力有所降低。

2.1 海水富营养化严重

由于渤海湾海水动力条件较差,近岸海域自净

能力有限,污染物难以扩散。天津市海水环境的主

要污染物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尤其是滨海新区

的大沽排污河河口及其北部海域海水为劣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均达到富营养化水平[25]。

海水富营养化是发生赤潮灾害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天津市基本上每年都发生覆盖面积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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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灾害,其中2016年共发生4次,多种赤潮生物

交替出现;尤其第4次赤潮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

广,最 大 发 生 面 积 达 341km2,赤 潮 生 物 多 达

9种[26]。赤潮会导致近岸海域海水溶解氧含量急

剧下降,在贝类体内富集有害化学物质,破坏海洋

生物链物质和能量的正常循环以及海洋生态系统

平衡,危害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

2.2 海洋生物栖息地受损

天津市具有优良的围填海自然条件,围填海工

程的用海面积在短时期内集中和快速增长,带来明

显的负面效应:“顺岸平推”的建设方式极大地改变

海岸线的自然形态,导致海岸线资源严重受损、滨

海湿地面积逐渐减少以及海洋环境容量和纳潮量

不断降低。

浅海滩涂是海洋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

场和洄游通道。在围填海工程建设过程中,局部海

域悬浮物浓度持续升高,对游泳能力较弱的鱼卵和

仔稚鱼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工程建设完成后,

近岸海域的地质地貌环境被改变,海洋水文环境随

之变化,海洋生物栖息地随之受损。随着围填海工

程的大规模实施,天津市近岸海域的浮游生物、底

栖生物、鱼类浮游生物和仔稚鱼等的种类、密度和

数量显著降低,海洋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下降,生

物种群和群落结构趋向单一,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减弱[20,24,27]。

2.3 陆源入海污染物超标

2016年天津市陆源入海排污口的排污达标率

仅为13.9%,主要超标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主要

污染物(指标)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粪

大肠菌群;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持续恶化,符合一类和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平均为566km2,符合劣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平均为365km2[25]。由

于陆源入海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近岸海域海水

环境质量下降,海洋生物资源衰退,部分海洋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丧失。

3 对天津市海洋环境管理的建议

3.1 开展顶层设计

天津市海洋环境管理的顶层设计应基于生态

系统管理理念,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优

化为重点,坚持陆海统筹,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敏感

性、用海需求和海洋产业经济发展。突出生态系统

管理的指标和内容,明确重点保护区域,联合相关

政策规划部门共同制定海洋环境保护和涉海建设

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创新“以

海带陆,以陆促海”的生态系统管理新模式,推动海

洋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协调发展。

3.2 健全管理机制

根据《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统一规划海

洋环境管理工作,加强涉海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

调配合,形成执行合力,提高执行效率。同时,提高

涉海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海洋环境管理的认知度和

参与度,建立联动机制,发挥监督作用。

3.3 加强用海监管

明确生态用海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注重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协调。严格

执行海洋功能区划,将重要、敏感和脆弱海洋生态

系统纳入海洋生态红线区,并实施强制保护和严格

管控。加强海岸线分类管理,有效控制自然岸线开

发利用强度,建立生态用海分类管理体系,提高生

态用海比例,减少截弯取直式和平推式填海工程,

降低对自然岸线的损害。完善生态用海监督体系,

构建用海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跟踪监管机制。

3.4 实施生态补偿

制定海洋生态补偿政策,依据相应的评估体系

和补偿标准,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的海洋生态补偿治理体系,

对海洋环境、海岸线和海洋生物等特定的受损主体

实施生态补偿。建设海洋特别保护区,积极开展原

位或移位生态修复,提升海洋环境的生态价值。

3.5 加快科技研发

天津市海洋科研体系较完备、实力较雄厚,有

助于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应加快整合公益性

海洋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重点开展陆源污染物总

量控制、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以及海洋环境监测和整

治修复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

完善海洋环境调查评估、监测预警和风险防范等管

理技术体系,发展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和预报预警技

术、污染源有效控制技术、污染物高效去除技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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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容量评估和调控技术以及受损生态系统修

复技术等,强化先进技术的示范和推广,为解决重

大海洋环境问题、削减污染物入海总量和防范海洋

环境风险提供科技支撑。

3.6 优化资源配置

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积极培育中小型海洋

科技实体和创新平台,并与公益性海洋科研机构形

成有效互补。对部分海洋科研机构引入市场化运

作模式,通过招投标和等级评定等方式确定承担科

研工作的实体,共享设备和数据资源,为海洋环境

管理提供持续动力

4 结语

随着“海洋强市”战略的实施,天津市在海洋环

境管理中须充分认识海洋生态系统的属性和特征,

坚持生态系统管理和陆海统筹的理念,促进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通过明确海洋环境管理的

责任主体,完善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

跟踪评估和持续监督海洋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由

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引导实施和协调推动,建立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环境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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