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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域环境与功能区划符合性分析

王骏博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海洋与海岸地质环境开放实验室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文章根据２００７年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的标准，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厦门海

域环境状况与海洋功能区划环境要求做对比，发现厦门海域在海水环境方面基本符合区划

制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厦门海水水质主要污染物无机氮与活性磷酸盐，总体呈增加趋势，

而在２００９年突然大幅下降，随即在２０１０年该数值有所回升。文章就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讨

论，为将来修编厦门海洋功能区划能更切合环境使用实际、避免造成海域环境污染、形成

良好的海洋开发和管理秩序、为厦门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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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功能区划
［１］是指按每个区域的自然属

性，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和

可能，以提高海洋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整体效益、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原

则，确定海洋各功能区域的主导功能和功能顺

序，科学合理地安排各功能区域的资源开发与

环境保护等内容，为沿海各级政府合理开展利

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以及在海洋规划、

海域管理、资源开发与保护等方面提供科学的

决策依据，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保

证实现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现海洋综

合效益的最佳发挥，将其根本目的分为两个部

分：一个是促进海洋资源的充分、可持续利用，

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这是自然

属性的目的；另一个是保障海洋开发者的合法

权益，实现海域使用综合管理，这是社会属性

的目的。

１　概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人们对海洋的使用及认

识不及如今的频繁和深刻。７０年代之后，源于

海洋资源巨大的利用价值和潜能被人们逐步发

现，世界各国开始对海洋进行区域性的开发战

略研究。

步入２１世纪后，在综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

管理的基础上，海洋空间规划的应用得到了世

界各个沿海国家的重视，都已逐步建立并应用

了海洋空间规划，使海域使用得到了有效合理

的规划。

比利时海洋空间规划中，涵盖了海域利用

现状空间分布的位置、类型与特征，考虑了周

边用海和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还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等技术化手段的空间分析方法来表达各种海

域利用的地质、化学及生态等多方面环境影

响［２］；荷兰的海洋空间管理与比利时类似，其

建立的海域空间利用监测系统可提供最新的海

域利用现状图，并针对特定功能的海域进行空

间研究等一系列的空间利用及潜在问题的监察

手段，加强海域空间的管理；而德国空间规划

的目标是建立最适宜的海洋空间利用区，为满

足海洋空间的需求与为海洋空间生态功能能适

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旨在鉴别和

评估规划海域利用可能导致的显著环境影

响［３－４］。

我国最早的具有规划意识和制订规划的概

念是为了解决陆地上的规划工作，并非运用于

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

我国对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普遍存在的

“无序、无度、无偿”等问题不够重视，是导致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等基础性工作滞后的主要原

因［５］。

直到８０年代末，我国才把海洋功能区划作

为海洋规划体系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开始逐步

建立其体系。将其体系的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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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万———１∶３００万的小比例尺区划编制阶

段和以１∶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的大比例尺区划

编制阶段［３］。

从２００２年第一轮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实

施以来，基本实现了建立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

海洋开发利用秩序。为适应发展海洋经济、提

高海洋开发等综合管理能力，基于对海域环境

生态影响的考虑，国家海洋局从２００９年开始，

正式启动了新一轮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编

制工作。本文将对厦门海域环境与厦门功能区

划的符合性进行分析讨论。

２　厦门海洋功能分区

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南部、

九龙江入海处。其东南濒临东海，濒临台湾

海峡，面对金门诸岛，与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隔海相望。西、北分别与漳州、泉州两市接

壤。其属亚热带气候，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全年温和多雨，

年平均气温在２１℃左右，年平均降雨量在

１２００ｍｍ左右。

图１　厦门海域的４个综合功能区

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是依照２００２年１月ｌ

日颁布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的要求，根据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１］

（ＧＢ／Ｔ１７１０８－２００６），结合厦门市海洋和海岸

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划分各功能

区，确定各功能区域的主导功能和功能顺序，

在２００７年的厦门海洋功能区划中将厦门海域分

为四个综合功能区：西部海域功能综合区、东

部海域综合功能区、同安湾海域综合功能区和

大嶝海域综合功能区［６］。

３　厦门海域环境

３１　厦门海域质量概况

根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２００８年，厦门全海域海水质量是属于轻度

污染海域，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厦门全海

域海水属于较清洁海域。６年来，大嶝海域都属

于清洁；东部海域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

属于较清洁海域，其余３年属于清洁海域；同

安湾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由较清洁海域开始逐渐变

为轻度污染海域；南部海域在较清洁海域与轻

度污染海域之间徘徊；西海域除了在２００９年是

较清洁海域外，其余几年都是在轻度污染与中

度污染间转换。九龙江河口区一直存在着污染，

最严重的是中度污染，次之是轻度污染；马銮

湾历年来污染最为严重，属于严重污染海域［７］。

３２　厦门海域主要污染物

厦门海域水环境质量状况基本稳定，清洁

及较清洁海域面积占厦门全海域面积的４９．８％，

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占２６．９％，中度污染海域面

积占２１．３％，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占２．０％
［７］。各

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仍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其他会影响到水质的因素还有化学需氧量、溶

解氧的含量和重金属及其他有机污染物。

图２　厦门各海域无机氮含量变化趋势

从图２可以看出，各海域无机氮含量的总

体变化趋势是波动增长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各海

域无机氮含量上升明显，２００９年各海域无机氮

含量下降明显，２０１０年含量又有所上升，２０１１

年各海域除马銮湾、南部海域、同安湾和大嶝

海域外，其余含量下降，２０１２年各海域除南部

海域和同安湾海域外，其余各海域含量增加。

２０１２年年均值明显上升，达到历年最高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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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为河口区含量增加明显。东部海域的无

机氮平均含量符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大嶝海

域的无机氮平均含量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马銮湾、西海域、南部海域、河口区和同安湾

海域无机氮平均含量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图３　厦门各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变化趋势

从图３可以看出，各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

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呈波动增长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除同安湾活性磷酸盐含量下降，其余各海

域含量都呈现出持平或者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９年，

各海域含量显著下降；２０１０年，含量又大幅回

升。２０１１年，马銮湾活性磷酸盐的含量又大幅

下降，其余各海域含量呈持平或略有上升。

２０１２年，马銮湾含量又有所回升，除西海域和

南部海域含量略有下降外，其余海域含量与往

年持平或轻微上升。２０１２年活性磷酸盐年均值

最高，主要为河口区和马銮湾活性磷酸盐含量

明显增加。东部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平均含量符

合二至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大嶝海域的活性磷

酸盐平均含量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马銮湾、

西海域活性磷酸盐平均含量超过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南部海域、河口区与同安湾活性磷酸盐

平均含量超过二至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４　分析讨论

根据以上现象，得出厦门海水水质变化基

本特征：各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含量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变化总体趋势是波动上升的，

但２００９年，各海域无机氮含量与活性磷酸盐含

量都大幅下降，随后几年都有所回升。含量在

各区域分布趋势大致为：九龙江河口区含量最

大，其次是厦门西港，紧接着为同安湾，东部

海域次之，大嶝海域的含量是最少的。此分布

现象呈现出厦门海域由西向东逐渐减少的趋势，

即东边海域的水质比西边海域的水质质量高。

经调研，２００９年，经过前两年的环东海域

和西海域大规模整治之后，通过对陆源入海排

污口、九龙江污染物入海、同安东西溪污染物

入海的监测，得到２００９年这７个地区的无机氮

含量与活性磷酸盐含量明显小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

年的值。

但在２０１０年，无机氮含量与活性磷酸盐又

有大幅的回升。随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除马銮湾

与西海域出现了类似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的情况，其余

各海域含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未来的几年甚

至几十年里，是否还会出现类似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的

现象值得相关部门重视。

截至２０１２年，水质趋势性监测站位调整为

１６个，其中马銮湾１个、西海域３个、南部海

域２个、九龙江口１个、同安湾３个、东部海域

３个、大嶝海域３个。监测期间，海水中主要污

染物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平均含量仍维持在较

高水平，除大嶝海域和东部海域符合第一类至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外，其他各海域基本符合

或超过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导致

近岸海域富营养化问题仍是厦门近岸海域水质

的主要问题。主要原因有：① 人口数量增长：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厦门的

ＧＤＰ首次突破千亿大关，截至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２５３９多亿，平均每年以约１０％左右的速度递

增；人口也从３０４万快速增加到３６１万
［８］。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是厦门近岸海域

出现富营养化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水动力

条件：厦门海域西海域、同安湾为半封闭海湾，

水体交换不畅，自净能力相对较差，也是多年

来富营养化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客观原因。

同时，围填海工程也进一步造成了海域水动力

的下降；③ 上游污染：九龙江河流的氮磷输入

对厦门海域的污染贡献最大，约占厦门海域总

氮的７４％，总磷的７７％
［７］；④ 陆源污染：陆源

入海污染物也是造成厦门海域的富营养化的主

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厦门陆源１６个排污口监测

结果表明，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氨氮和化

学需氧量［７］；⑤ 城乡废水：厦门农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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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率仍很低，不超过５％，大量未经处理的生

活污水汇集到厦门的主要９条溪流入海
［９］。

５　结论

（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厦门市海域海水水质

总体变化不大，仍然是湾内海域污染较为严重，

污染程度从湾内向湾外逐渐降低。

（２）厦门海域主要污染物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含量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增长的，在大规模

整治后，２００９年都大幅下降，但在２０１０年又有

所增加。这一现象值得相关部门重视。

（３）现有的功能区对水质的影响与区划要

求功能区所处环境的标准虽然在个别区域存在

差异，但厦门海水水质情况与功能区划制定的

环境标准基本一致。

６　展望

厦门依海而存、因海而兴。今后在海洋管

理和制定或修编新的海洋功能区划时，要以海

洋生态保护为主线，不断优化海洋环境和生态；

以科学集约利用海域资源为举措，确保海域资

源可持续利用；以海洋科技为支撑，不断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以海洋执法为保障，确保海洋

管理各项法规要求落到实处；以加强国际合作

交流为平台，进一步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新水平。

为构建和谐海洋，推进厦门海洋经济和生态环

境建设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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