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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近岸海域污染日益严重,成为影响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主要问题之一。文章在全面分析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和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

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我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应加强陆海统筹,切实削减氮磷入海总量;严格控

制填海工程,坚决遏制滨海湿地丧失的势头;围绕关键海洋关键生态过程,实施生态恢复修复工

程;加强海洋灾害风险管控,有效预防海洋环境灾害发生;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为我国近岸海

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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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pollutioninthecoastalareaofChinahasbeenmoreandmoreseriouswiththerap-

iddevelopmentofthe coastaleconomy,which affectsthe 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ofChina.Onthebaseofcomprehensivelyanalyzingthestatusofthepollutionand

main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problemsinthecoastalareaofChina,thereasonable

preventivecountermeasuresforthepollutioninthecoastalareaofChinawereprovidedasfol-

lows:strengthen Land-Seacoordinationandcutdownthetotalamountofnitrogenand

phosphorusinputtothesea;controlthereclamationprojectstrictlyandcurbthedegradation

trendofcoastalwetlands;implementingecologicalrestorationandrehabilitationprojectembroi-

deredonkeymarineecologicalprocesses;strengthenmarinedisasterriskcontroltopreventthe

marineenvironmentaldisasters;strengthening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monitoringand

soon.Thecountermeasurescouldensuresustainabl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coastalareas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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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地

位,是保障国家安全、缓解陆域资源紧张、拓展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支撑系统。当前,随着

国家战略向海转移沿海地区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

近岸海域开发力度空前,海洋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海岸带、河口、海湾、海岛和

滨海湿地等重要生态区的生态安全与健康形势十

分严峻,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仍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突出问题之一,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提高海

洋生态承载力,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也是建设海洋强国和保障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1]。

1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现状与趋势

2016年海洋环境监测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

水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劣四类严重污染海域为

3.7万km2,占近岸海域总面积的11.9%。渤海、黄

海、东海和南海4个海区中,每千米岸线承载的严重

污染海域平均 为1.5km2、0.4km2、5.9km2和

1.0km2,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和南海,黄海

最轻[2]。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2009年严重污染

海域面积基本稳定,在2.9km2左右[3]。2010年开

始,严 重 污 染 海 域 面 积 明 显 增 加,2012 年 达 到

6.8万km2[4]。2012—2016年的5年间,劣四类海

域面积下降了45.6%,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整体呈

现减轻的态势,但仍然高于2000—2009年的平均水

平[2,5](图1)。近岸污染的主要因子是氮和磷,氮磷

污染导致我国近岸海域约7万km2的水体呈富营养

化状态。

图1 2000—2016年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变化趋势

多年海洋沉积物监测结果表明,海洋沉积物质

量良好,93%以上的监测站位汞、镉、铅、砷、铜、锌、

石油烃、有机碳、硫化物、多氯联苯等污染物的含量

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

2005年,我国开始对近岸21个生态监控区开

展了生态监测,这些生态监控区涵盖了我国近岸河

口、海湾、滨海湿地、珊瑚礁和红树林海草床等类型

的生态系统。连续监测结果显示,我国近岸生态系

统退化严重,生态健康状况堪忧。2016年,监测的

海湾生态系统均呈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全国不健

康和亚健康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占76%[2]。2005年

以来,珊瑚礁生态系统呈明显退化趋势,海南东海

岸造 礁 珊 瑚 盖 度 由 监 测 初 期 的 20.5% 下 降 为

16.8%,种类数量由82种下降为36种,西沙造礁珊

瑚种类由87种下降为35种。导致近岸海洋生态退

化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栖息地丧失和群落结构

改变等。

2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2.1 河口、海湾污染重

我国近岸海域严重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辽河

口、长江口和珠江口等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以及大、

中城市比邻的渤海湾、莱州湾、杭州湾、象山港、三

门湾、三沙湾、罗源湾、厦门港、诏安湾、汕头港和湛

江港等海湾。这些区域是广大流域和城市排污口

污染物入海的主要海域。

据统计,2016年经我国20条主要河流排海的

化学耗氧量、无机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和砷等

主要污染物的总量达933.2万t。2016年监测的

368个入海排污口中,达标排放率仅为55%,超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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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现象十分严重。

2.2 滨海湿地大量丧失

在世界范围内,近30年以来滨海沼泽、红树林、

珊瑚礁和海草分别丧失50%、35%、30%和29%。

我国滨海湿地自然生境丧失的速度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与20世纪中期相比,我国滨海湿地面积丧失

57%,红 树 林 和 珊 瑚 礁 面 积 分 别 锐 减 了73%和

80%,重点海湾水域面积缩减了20%,超过30%的

原生砂质岸线遭到破坏性开发。我国滨海湿地丧

失的主要原因是围垦、围塘养殖和填海造地。仅就

渤海来讲,1996—2013年填海造陆造成的永久丧失

的湿地总面积达1888.3km2,占渤海滩涂湿地总

面积的26.1%[6]。

2.3 富营养化导致的生态问题愈演愈烈

从发达国家环境发展历程来看,水环境氮磷营

养盐的过量输入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是全球突出

的环境问题,引发的主要海洋生态灾害有赤潮、绿

潮(大型海藻旺发)和水母旺发等海洋生态灾害,灾

害治理的难度大,治理周期长。

21世纪初,我国的海洋赤潮进入高发期,每年

发生赤潮达70次左右,面积大约为1.3万km2。

2008年我国青岛沿岸首次发生了由浒苔引发的大

规模绿潮灾害。目前,绿潮灾害仍未出现减弱趋

势,每年绿潮灾害最大覆盖面积在4万km2左右。

近年来,水母旺发灾害和马尾藻等褐藻引发的绿潮灾

害呈现出暴发的态势。2010年以来红沿河核电站邻

近海域,水母的最高密度分别达到1.6万个/(网·h),

严重影响了核电的安全运行。

当前,我国正处在富营养化导致的多种生态灾

害并存与叠加的时期,这些灾害对海洋渔业、滨海

旅游及休闲娱乐、海产品食用安全等形成严重的威

胁和影响。

2.4 海洋环境巨灾风险加大

我国主要海洋环境灾害风险包括海洋溢油、危

险化学品泄漏、核泄漏、易燃易爆品爆炸等。随着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深入,我国生产力要素迅速向

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聚集,沿海地区石化

产业密集,港口运输业集群,核电工业沿海岸线发

展布局,海洋灾害风险源趋于密集分布,环境灾害

风险加大。

近年来,我国先后发生了大连新港“716”储油

罐爆炸原油泄漏、黄岛输油管线破裂地下管网爆

炸、19-3油田原油大量泄漏、天津新港“812”危化

品爆炸等重特大环境灾害,对海陆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的损害。

我国沿海地区地震、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多发区

与海洋环境灾害高风险区在局部空间上出现叠加

的现象。因此,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类似于日本福岛

核电泄漏的巨灾风险加大,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3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陆海统筹,切实削减氮磷入海总量

开展污染物入海负荷评估,摸清流域氮磷入海总

量,明确污染控制的关键区域与主要产业,以近岸海

域优良水质控制目标为依据,明确主要流域入海总量

及削减量。建立海域流域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

“河长制”的作用,综合运用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推行

农业测土施肥,加强畜牧养殖业禽畜粪便管理与利用

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控制农业、畜牧养殖业及城市

生活污水氮磷的排放量,有效削减辽河、海河、淮河、

长江和珠江等重点流域的入海氮磷污染物总量,改善

主要河口区域及海湾的环境质量,遏制近岸海域富营

养化趋势,有效减轻海洋生态灾害。

3.2 严格控制填海工程,坚决遏制滨海湿地丧失

的势头

强化制度管控,编制《围填海管控办法》,划定

海洋生态红线区和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完善海洋

生态红线区和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的管理制度。

修编海洋功能区划,合理确定全国海洋生态、生产

和生活空间。严格落实《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

法》。在项目用海审批过程中,严格执行生态用海、

生态管海的有关要求,把围填海工程严格限制在生

产区域,严禁一切围填海工程占用自然岸线、生态

红线区、重要河口和滨海湿地分布区,珊瑚礁、红树

林和海草分布区。

3.3 围绕关键海洋关键生态过程,实施生态恢复

修复工程

开展近岸海洋生态退化评估,诊断海洋生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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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主要生态压力,为海洋生态恢复与修复提供依

据。拆除岸滩区域不合理的工程建筑,通过恢复潮

汐通道及潮汐过程,恢复滨海湿地。实施海洋生态

补偿政策,加大退养还滩力度,恢复滨海湿地自然

生态。在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支持下,实施

南红北柳湿地修复和蓝色海湾整治及生态岛礁工

程,开展海岸整治修复、生态廊道建设、自然岸线保

护、滨海湿地植被种植和恢复等工作,不断改善近

岸海水水质,提升海岸、海域和海岛生态环境功能。

3.4 加强海洋灾害风险管控,有效预防海洋环境

灾害的发生

建立海洋环境灾害及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

体系,开展全国海洋生态环境风险评估和区划,确

定全国海域环境灾害与突发事故高风险海域,为分

类分级管控海洋环境灾害风险提供依据。健全完

善海洋生态灾害监测系统,提高卫星航空遥感、远

程视频及在线自动监测能力,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灾

害预警能力。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应急响应机制

和跨部门信息通报制度,明确预警预报与响应程

序、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等内容,统筹协调自然灾

害与环境灾害的应急力量和资源。建立健全分类

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和属地管理为主的海洋

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推进各级海洋环境灾害突发

事件应急力量建设,构建国家应急中心海区级应急

中心,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为重点部署

综合保障基地,提高应对各类海洋灾害的装备能

力、技术水平和物资储备。

3.5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因为海洋是人类最后认知的领域,人类对海洋

的规律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我国海洋

生态环境的问题处在十分复杂的时期,因而海洋管

理的措施及对策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

须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提升监测的时效

性、准确性和覆盖领域,为及时评估海洋生态环境

变化趋势,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效,及时调整优

化管理对策提供依据。要实现海洋监测由近岸到

远海,由有限的监测频次向在线自动监测,由海上

监测向海底、海面、空中的立体监测的重大转变。

为此,要着重提升海洋环境的在线监测能力,遥感

遥测能力和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信息的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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