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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在分析海水池塘养殖现状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海水池塘养殖对滨海生态环境的

影响，分析表明传统分散经营的养殖方式使周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最后从协调养殖生产与环

境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以使海水池塘养殖业得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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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海洋生物资源的日益减少和人

类对水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海水池塘养殖业迅速

发展，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放养种类逐渐多元

化、养殖产量不断增加。人类在获得可观经济收

益的同时，忽略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滨海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本文将就海水池塘养殖

对滨海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海水池塘养殖现状

近年来，沿海海水池塘养殖业发展迅猛，2005

年河北省养殖池塘总面积已达44 921．5hm2，比

2000年的38 771．8 hm2增加了15．86％，其中，

秦皇岛市3 923．O hmz，占全省养殖池塘总面积

的8．73％，唐山市30 776．8 hm2，占全省养殖池

塘总面积的68．51％，沧州市10 221．7 hm2，占全

省养殖池塘总面积的22．75％。到2005年海水养

殖产量由2000年的15．5万t增至26．1万t，占

整个海水产品总产量的45．65％。养殖池塘主要

分布在大清河口以西的粉沙淤泥质潮上带和潮

宰基金项目：国务院908专项，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项目资助。

间带高、中潮滩，大清河口至滦河的离岸沙坝内

侧以及滦河口、七里海、洋河口等地。分布集中

连片、整齐划一，各片间由规模相当、顺直的引

排水渠相隔。主要养殖品种为对虾、河豚、蟹及

其他鱼类。目前河北省海水池塘养殖业已获得巨

大的经济效益，但生产中却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

环境问题：养殖密度过大，养殖总量超过水域容

纳量，养殖病害增多，环境污染加剧，生物栖息

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海洋资源日益衰

退等。

二、海水池塘养殖对滨海生态环境的影响

1．养殖水域自身污染严重，赤潮灾害频发

海水池塘养殖过程中输出的废物主要包括

饲料残饵、粪便中所含N、P等营养物质以及悬

浮颗粒物和有机物。现代高密度的养殖方式向海

水排放大量的污染物，水体中N、P等含量升高，

邻近水域营养盐含量不断增加，加速了渤海湾半

封闭水体富营养化，养殖水域自身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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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养殖池塘平均水深1．0lIl，平均养殖池塘

每天换水量约5％一10％(取7．5％)计，则河北省

约44 921．5 hm2(2005年)的养殖池塘每天排人

海中的养殖废水约3．37×107 m，，若按整个养殖

周期120天计算，则全省养殖池塘每年排入海中

的养殖废水约4．04×109 ms。依据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1999年的调查资料，我

国北方地区养殖池塘排放水营养盐类和cOD的

大致增量(△IN=0．1咖13，△IP=0．01 g／m3，

△COD=2咖，)，可估算出全省养殖池塘每年排放
的养殖废水中所含无机氮、无机磷、和cOD污染物

的量：IN为404．0 t、IP为40．4 t、c0D为8 080．O t。

大量的养殖废物排入近岸海域，当这些污染物质

总量超出了该水体的自净能力时，则会造成该海

域的环境污染、海水出现富营养化，引发赤潮生

物的大量繁殖，造成水体缺氧，在缺氧状态下，

海水中会产生大量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反过来危

害养殖产品的正常生长，从而造成海水池塘养殖

业的恶性循环。

有人曾做过统计，意外发现我国沿海赤潮发生

的规律与虾养殖产量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全

国废水排放量却没有相关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

来，河北省沿岸赤潮灾害不断加重，全省海域共发生

赤潮26次，年均1次。影响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

大的赤潮共有两次：1989年8月5日～9月14日

黄骅沿岸发生赤潮，影响面积1 300 hm2，受灾虾

池1 733 hm2，直接经济损失2 500万元；1998年

9月27日，河北全海域发生赤潮，全省总经济损

失共计1．12亿元。养殖区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许

多赤潮都发生在养殖区内及邻近海域，2004年

河北海域春季出现了大量的赤潮生物——夜光

虫，其丰度(39 743个／ms)高于1984年海岸带调

查结果一个数量级(3 035个／m，)，是1984年5

月的13．1倍。由此可见，养殖水域赤潮频繁发

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沿海地区海水池

塘养殖业的迅速发展而引起养殖水域自身污染

有密切关系。

2．天然湿地萎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北省海水池塘养殖业

发展迅速，人工养殖池塘面积不断增加，由1987年

的14 703．4 hm2增加至2005年的44 921．5 hm2，

18年来面积翻了两番(图1)。养殖池塘开发主

要集中在粉沙淤泥质潮上带和潮间带高、中潮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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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7—2005年河北省人工养殖池塘面积(hm2)变化

和河流人海口以及渴湖周围，占用了原有大片

天然湿地，天然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致使湿地

生境破碎化，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1)溻湖湿地

溻湖湿地具有较好的蓄水能力，既接纳陆地

河流径流又与海相通，淡水与海水在此交融，可

以获得丰富的营养物质，并且借助海水潮汐涨

落，从而使溻湖湖水循环交换，净化水质，形成

良好的水资源环境，为海洋和陆上动植物提供良

好的水生生态环境。溻湖水含有较高的溶解氧及

营养盐，Ph值适度，初级生产力80 gC／m2·y，是

水产资源的重要繁殖场所。近年来人类利用渴湖

水资源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围垦侵占了漓湖大量

水域面积，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通过1956年和2005年两个时相的卫星图像

对比(图2、图3)，七里海天然湿地面积大幅减

少，从1956年的3 070 hm2，减少到2005年的

320 hm2，50年间减少为原来的l／10，而人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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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6年七里海湿地分布图

池塘面积从无到有增至l 931．5 hm2，天然湿地

仅占湿地总面积的22．07％。大量养殖废水排放，

超出养殖水域的自净能力，水质恶化，原有大面

积天然湿地消失，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河

流、沼泽与沼泽化草甸、盐沼等天然湿地在七里

海周边广泛分布，近50年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

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滨海湿地的开发利用强度

不断增大，大面积天然湿地被稻田、盐田、养殖

池塘和库塘等人工湿地取代，使得以此为生存环

境的生物失去栖息场所，水生生物和鸟类数量明

显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2)河口湿地

河口湿地处于河流与海的过渡地带，淡水和

盐水在此交汇，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生

物多样性和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同时由于各种

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相互作用，使得河口成为复

杂多变的动态环境，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

域，近年来，海水池塘养殖业发展迅速，人工养

殖池塘侵占了大面积的天然湿地，河口原有的动

图3 2005年七里海湿地分布图

态平衡发生变化，使原本脆弱的湿地生态环境更

加恶化。滦河口原有大面积由植被和滩涂构成的

湿地，现已被人工养殖池塘所代替，根据1956年

地形图和2005年TM影像图可分别计算出滦河口

天然湿地总面积，其中1956年为4 335 hm2，2005

年为1 975 hm2，50年来天然湿地面积萎缩过半，

目前滦河口湿地因稻田和养殖池塘的开发，原有

天然湿地几乎荡然无存(图4、图5)，人工养殖

池塘面积现已增至4 602．5 hm2。人类开发利用

活动的加剧，使湿地成为养殖污水的承泄区，水

体污染严重，该区生态系统自稳定性下降，湿地

生态功能减弱，曾将此作为栖息、繁殖地的世界

珍禽——黑嘴鸥，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受生境单

一化的影响，区域鸟类组成和数量也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

(3)潮滩湿地

潮滩湿地滩面平坦、宽阔，底质细腻，适宜各

种潮间带生物和滩涂鸟类的栖息，具有较高的生

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受到人类开发活动

·100· 海洋开发与管理

   



图4 1956年滦河口图示

影响，大面积的天然潮滩湿地被围垦为养殖池

塘，到2004年全省潮滩湿地面积由1980年的

51 316．8 hm2减少到41 918．1 hm2，14年来l／5

之多的潮滩湿地消失，首先造成作为初级生产者

的植物被破坏，进而导致潮间带底栖生物以及鱼

类甚至滩涂鸟类的栖息、捕食地和繁殖场所丧

失，生物的种群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最终导

致潮滩湿地生态系统失衡。

5．周边土地次生盐渍化

近年来，大量陆基(潮上带)人工养殖池塘

的修建，加剧了周边土地次生盐渍化，一方面利

用地下水养殖，会造成地下水日益枯竭，局部地

面下降，进而导致海水倒灌；另一方面养殖池塘

的渗水带来大量水盐，由于渗漏水补偿，引起周

边地下水位抬高，当地下水位超过其临界深度

时，地下水和土体中的盐分随土壤毛管水流通

过地面蒸发耗损而聚于表土，直接导致土壤次

生盐渍化。

土壤发生次生盐渍化后，因土壤含盐量高，

周边地区植物生长受到抑制，主要以矮小芦苇和

盐地碱蓬为主，而原生盐生生境空间缩小、滨海

图5 2005年滦河口图示

盐生植被分布区萎缩。在自然状态下，滨海盐生

植被受生境条件影响，呈条带状集中分布于临近

海岸区域，在其受人类滩涂及潮上带养殖池塘开

发的影响下，原生盐化生境极度萎缩，原有滨海

盐生植被分布空间多被大量人工养殖池塘所占

据，仅在堤埝上有少量残留。同时，潮上带养殖

池塘因长期蓄积海水，使周边区域地下水位上

升、矿化度升高，造成土壤的次生盐渍化，引发

非盐生植被向盐生植被的逆向演替，盐生植被分

布区向周边区域扩张。

此外，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干扰

能力低。其附近开发的养殖池塘致使土壤次生盐渍

化，对防护林树木生长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压力，造

成树木干枯、死亡，防护林带退缩。曾分布于黄骅歧

口至旧狼坨子沿岸贝壳沙堤坝的防护林，受采挖贝

壳沙及筑池养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已不复存在。

人类若不减少人工养殖池塘的开发，其对土壤盐渍

化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步扩大，对其周边生境

及沿海防护林的破坏也将愈演愈烈。

4．古贝壳堤破坏严重

黄骅境内自西向东分布着6条与岸线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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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古贝壳堤，堤高o．5—5 m，宽几十至几百

米，长数十米、上百米或延伸百余公里。其横剖

面顶部上凸，两翼减薄到尖灭。古贝壳堤是渤海

湾西岸七千多年来成陆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发育

规模、时间跨度和所包含的地质古环境信息可为

研究古海洋变迁、环境变化趋势等提供天然本

底。除供科学研究外，古贝壳堤可抵御风暴潮，

贝土还可加工为天然饲料添加剂和建筑材料，同

时其上又可生长野酸枣、麻黄草等耐盐碱植物。

近年来，人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大面积

古贝壳堤被盲目开发为养殖池塘，目前，黄骅境

内的古贝壳堤地上部分基本已消失殆尽，古贝壳

堤受到严重破坏。

三、建议及对策

养殖水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水池塘养殖

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养殖规模不断

扩大，传统分散经营的养殖方式所造成的生态

环境问题已日益严重，因此协调养殖生产与环

境的关系，减少海水养殖对沿岸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是保证海水池塘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途径。

1．优化养殖模式，大力发展工厂化养殖

目前，河北省池塘养殖模式相对较落后，缺

乏健康、科学的养殖模式，养殖区域布局不合

理，养殖区域过于集中，今后应注重优化养殖模

式的研究，大力发展高效、低污的工厂化(集约

化)养殖，同时应合理布局养殖区域，根据养殖

水域的营养水平和环境承受能力，确定适宜的养

殖容量，排污量不得超过临近海域自净能力，适

宜开发新的养殖区域，充分利用近岸海水养殖资

源，改善养殖生态环境条件，将有利于养殖生物

和养殖水域的生态平衡，减少海水养殖对海洋环

境造成的污染。

2．提高饵料质量和利用率，杜绝滥用药物

残余饵料是导致养殖自身污染的重要因素，

因此需要优化养殖技术，提高所投饵料营养结构

及转化率等，以降低残饵对养殖水体的污染。此

外，目前水产养殖所用化学药品种类繁多，缺乏

产品质量标准和严格的检测监督管理，不少药物

使用后不仅残留在养殖环境中，而且通过食物链

进入人体，直接威胁到人类的食品安全，因此应

制定统一的养殖药品使用规范，加强科学管理，

严格控制药品的使用，坚决杜绝滥用药物。

5．加大科研投入，注重技术创新

目前河北省水产养殖科研力量比较薄弱，科

研条件相对落后，今后应当加大科研投入，重视

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海水池塘养殖的科技含

量和技术水平，开发新的养殖技术，提高饵料的

利用率，引进新品种，加强养殖模式和养殖容量

等方面的研究。

4．加强行政管理和执法力度

由于对海水池塘养殖的管理相对滞后，缺乏

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手段，使得河北省海水池塘养

殖业局部开发规模过度，养殖负载力过大，环境

容量减小，因此应不断健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队

伍建设，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

盾，切实加强对海水池塘养殖开发的管理，加大

治污力度和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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