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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资源需求不断增加,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

出来。文章对近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研究,从水体质量、富营养化、赤潮情况等方面对我国海

洋水体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我国四大海区水质问题逐年改善,但南海的近岸污染问题、东海

和渤海的赤潮问题等仍需加以重视。文章的大量数据分析为我国建立更符合国情的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决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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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society,thedemandforresourcesisincreasing,and

theproblemofincreasinglyseriouspollution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beginstoemerge.

Thispaperstudiedtherelevantdataofthepast18years,andanalyzedthemarinewaterenviron-

mentinChinafromtheaspectsofwaterquality,eutrophicationandredtide.Itwaspointedout

thatthewaterqualityofthefourseaareasofChinahadbeenimprovedyearbyyear,butthenear-

shorepollutionoftheSouthChinaSeaandtheredtideproblemintheEastChinaSeaandtheBo-

haiSeashouldbepaidattentionto.Thelargeamountofdataanalysisinthispaperprovidedaref-

erenceforChinatoestablishamoresuitabl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governancedecision.

Keywords:Oceanwaterquality,Nearlyallthan,Eutrophication,Redtide,Themanagementof

marineeco-environment

0 引言

海洋面积约占地球总表面积的71%,蕴藏着十

分丰富的资源[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海洋

在人类社会中的需求也越来越重要。中国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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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2],但

在海洋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水

环境质量监测体系[3]。已有文献对某一区域内的海

洋生态环境或海洋各类水质面积及年际情况进行

了对比,结论较为单一、片面。

本研究总结了长达18年的时间数据,对我国全

国范围及四大海区的水体质量和富营养化状况的相

关数据进行整体分析,可为提出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

海洋环境治理对策提供参考。分析数据主要来自

2001—2018年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环境状

况公报》[4]、2001—2017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近

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5]以及由国家海洋局与国家统

计局主导各个部门参与编写的2003—2010年《中国海

洋统计年鉴》[6-11]。海区总面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12]。在水质类别

上,为简洁明了,本研究将三类、四类和劣四类水质

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劣质水质。

1 海水质量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海水水体质量、各类水质面积占比初步

分析我国海洋水体环境的特征。

1.1 全国海洋水体质量变化趋势

由于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一全国

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的发布执行,使得我国

海洋水体质量呈现出明显提高(图1)。2014年以来

劣质水质面积逐渐减少,二类水质面积也整体呈现

略微减少的趋势,至2018年劣质水质面积减少量远

高于二类水质减少量。2015—2018年,我国水体质

量明显逐渐升高。

图1 2001—2018年全国范围全海域水质变化

1.2 四大海区水体质量变化情况

图2为2001—2018年四大海区全海域各类水

质变化。①渤海海区内非一类水质从2012年开始

逐渐减少,劣质水质面积也大幅度减少,逐渐转化为

二类水质和大量一类水质,渤海海区水质有所提高。

②黄海海区水质从2011年开始趋于稳定,2012年后

劣质水质面积和二类水质面积逐渐减少,一类水质

面积增加,海区内海洋水体质量整体向优质方向发

展。③东海海区2014年后逐渐由劣质水质、二类水

质转化成一类水质,2018年一类水质面积大量增

加,水体质量前景乐观。④南海海区2012年后劣质

水质面积逐渐增加,但2016年后劣质水质面积大量

减少,一类水质面积大幅度增加,海区内海洋水体

质量有所好转。

图2 2001—2018年四大海区全海域水质变化

综合各海区内水质变化情况,近几年各海区二

类水质的面积变化均整体呈现出减少趋势,四大海

区一类水质面积均有所增加,劣质水质和二类水质

大量转化为一类水质。2014年以后四大海区水质

均有所改善。

1.3 近全比

本研究提出了近全比的概念,近全比能够同时

对单个海区内的各类水质水体的分布情况进行描

述。近全比计算公式为:

某海区某类水质近全比=
该海区近岸海域该水质面积
该海区全海域该水质面积

某海区某水质的近全比越高,说明该水质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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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域的面积占比越大,越向近岸集中,向较远海

域扩散程度较小。

图3为四大海区内的所有近全比,不分海区和

水质类别。由图3可知,在全部近全比中,近全比值

在0.8以上的比例为71.88%,近全比值为1的数

据占比34.38%,说明该海区该水质在近岸海域的

分布达到了100%,其中有47.73%来自南海海区。

说明四大海区中该水质大多分布在近岸海域,南海

这种现象尤甚。

图3 四大海区各类水质历年近全比各区间占比

图4为四大海区各类水质18年来近全比平均

值的汇总,水质越差近全比值越高,水质越向近岸

集中。对于四大海区而言,南海的近全比值最高,

污染海域向近岸集中,其次是渤海,最后是黄海与

东海。

图4 四大海区各类水质历年近全比平均值

1.4 四大海区海水水质情况对比

表1为2001—2018年四大海区近全比。其

中,渤海海区非一类水质面积占比最高,渤海海区

污染比其他海区更严重。南海海区非一类水质近

全比为0.97,是四大海区的最高值,南海海区近海

污染严重,但南海海域一类水质占比最高,证明南

海远海水质良好,因此应重视渤海的全海域治理。

表1 四大海区近全比

海区 近全比

黄海 0.66

东海 0.68

渤海 0.81

南海 0.97

2 富营养化及赤潮状况

2.1 富营养化状况

图5为2011—2017年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

富营养化指数E的历年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

我国各个海区之间富营养化情况差距较大,其中

渤海接近临界值1,历年平均值为1.02;黄海和

南海偏低,历年平均值分别为0.61和0.45;东

海富营养化程度较为严重,但2014年以来逐渐

下降。2011—2017年东海海区和全国范围的变

化情况较为相似,推断全国范围的富营养化状况

受到东海区的影响较大,应优先改善东海的富营

养化状况。

图5 2011—2017年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

富营养化指数E

2.2 富营养化参数

图6为2011—2017年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内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的历年变化情

况。其中全国范围无机氮水平在二类水质线上下,

东海无机氮浓度最高,超过三类水质线,黄海和南

海略低于一类水质线;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活性磷

酸盐均低于二类、三类水质线,其中渤海、黄海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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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低于一类水质线;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化学需氧

量均远低于一类水质线。总体而言,无机氮污染最

严重,活性磷酸盐次之,水体的化学需氧量浓度指

标较好,因此我国富营养化的治理应以治理无机氮

污染为首要目标。

图6 2011—2017年全国范围及四大海区

富营养化指数E变化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富营养化指数E均表

现强相关性,而化学需氧量与富营养化指数E呈现

出较弱的相关性。由此可见,富营养化指数E值的

变化主要与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变化有关,而与

化学需氧量关系不大,故应时刻关注我国水体无机

氮浓度和活性磷酸盐的变化情况。

2.3 赤潮发生状况

表2为2002—2018年四大海区赤潮发生情况。

东海海区发生赤潮的次数和累计发生赤潮的面积

均明显高于其他海区,但是渤海海区发生赤潮的平

均面积较大,说明渤海海区的单次赤潮严重程度

较大。

表2 2002—2018年四大海区赤潮发生情况

地区 发生次数/次 累计面积/km2 平均面积/km2

渤海 8.53 2225.94 285.25

黄海 6.94 874.41 118.81

东海 42.41 7455.29 154.18

南海 12.29 583.59 44.55

3 治理建议

我国四大海区内海洋水体质量变化和分布情

况不一致,应该依据各个海区的情况进行研究和分

析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建议在对海洋水体质量的治理中以渤海优先,

对渤海进行全面的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防止渤海

发生大规模区域性的海洋生态灾难。同时以水质

最差的东海北端的上海和杭州所在的杭州湾为重

点,向南北沿岸辐射对东海和黄海进行海区治理,

同时能够减轻杭州湾对黄海的影响。建议在一定

程度上适当地将渤海和东海的必要污染源向南海

迁移,减轻当地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效利用南

海海区的海洋环境承载力和净化能力。注重近岸

海域的治理工作,通过治理近岸海域的水体质量来

带动较远海域的水体质量的好转。加强对黄海和

东海的管理,避免影响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南海的

较远海域影响很小。

4 结语

从我国四大海区水体情况现状与变化趋势分

析,我国近年来海洋环境水体污染状况有所改善,

但南海的近岸水体质量、东海的整体海域水质质量

依然有待治理。另外,无机氮污染是导致水体富营

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海作为我国最大的海区,

其赤潮的预防工作也需加以重视。对于整个海洋

水体环境的治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善的

海洋环境参数进行监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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