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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湾开发现状与污染防治对策

纪 灵

(烟 台海洋管区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石岛湾开发现状和环境状况分析得知
:

石岛湾的开发 已初具规模
,

但由于受

陆上和 海上污染的影响
,

从整个海湾来看
:

油
、

无机氮和 C O D 是主要污染物质
,

超标率分别为

60 %
、

24 %和 35 %
。

根据石岛湾海水 自净能力分析知
:

海水输运污染物质能力较强
,

但随时间
、

地点

不同而有所差异
,

由此提出了五条石岛湾污染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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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岛湾是山东省荣成市南部最大的海 21 种
,

底生植物 58 种
。

石岛湾潮间带和 sm

湾
,

资源 丰富
,

具有水产养殖
、

海水育苗
、

浴 等深线以内浅海的底栖动物约 1 50 种之多
。

场
、

商港
、

渔港
、

盐业生产等多种功能
。

因此
,

石岛湾养殖总面积近 5 00 公顷
,

捕捞业

合理开发石岛湾的资源
,

全力保护好石岛湾

的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石岛湾概况

1
.

1 自然环境概况

石岛湾位于荣成市南端
,

环四镇一乡
,

沿

岸曲折
、

港 口 众多
,

海岸线全长 3 o km
,

该湾

面积 约 33
.

3k m
Z ,

平均水深 6
.

6 m
,

最大水深

1 1
.

7 m
。

石岛湾沿岸地形属胶辽隆起断陷地块
,

海岸为基石港湾型
,

湾内底质以泥沙质为主
,

疆石混杂构成了该湾的特殊地质结构
,

石 岛

湾的潮间带狭窄
,

滩面西部倾斜度大
,

开发利

用困难多
,

北部
、

东北部滩涂平缓
,

已被养殖
、

盐业
,

广泛开发利用
。

1
.

2 自然资源概况

石岛湾濒临黄海中部渔场
,

既是黄海各

种渔虾洞游的必经之路
,

又是青鱼
、

鳍鱼
、

银

鱼等的主要产卵区
,

有经济鱼虾近百种
,

常见

的有对虾
、

鹰爪虾
、

鱿鱼
、

姑鱼
、

比 目鱼
、

黄螂

鱼
、

毛虾
、

带鱼
、

鱼台鱼
、

枪乌贼等 13 种之多
。

石岛湾附近浅海受外海影响
,

潮间带生

物种类比较繁多
,

根据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

查
,

该海域有浮游植物 27 种以上
,

浮游动物

发达
,

水产品总值达 4 亿元
。

此外
,

石岛湾是

荣成的主要港 口
,

是我 国北方最大的渔港之

一
,

每年约有近 5 0 00 只渔船在捕捞作业
,

商

港的年吞吐量为 90 万吨
:

1
.

3 社会环境概况

石岛湾沿岸分布人 口约 20 多万
,

现有工

业企业 14 0 多家
,

主要有造船
、

机械
、

水产 品

加工等
。

大都分布在石岛镇住地西
、

北方向
。

近几年来
,

对外经贸往来迅速发展
,

与外商成

交合资合作项 目 6 个
,

外贸出口 厂家 16 个
。

1 9 9 2 年外 贸出 口商品额达 5 0 00 多万元
,

居
·

荣成市之首
。

石岛是座风景秀丽
、

气候宜人的小城
,

有

斥山法华院
、

天后宫
、

天门潭公园
,

九顶铁搓

山
、

八皇云光祠
、

万米海水浴场等内景游览

点
。

2 石岛湾环境质量概况

石岛湾海域的污染主要分布在入海河 口

及海水交换滞留的港 区
,

污染物主要来 自陆

上污染源及进出石岛湾的机动船舶构成的海

上污染源
。

2
.

1 陆上污染源

石岛湾的入海河流主要有
:

斥山河
、

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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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

张家村河
,

均属季节性河流
,

常携带沿岸

排放的污水进入海湾
,

河水的年经流总量约

为 85 。万 m
, 。

张家村河的废水排放量占陆源

废水排放量的 88
.

2 %
,

是主要的陆地排污

源
。

排放的废水中 C O D 的等标污染负荷比

高达 92
.

9 %
,

因此 C O D 是进入石岛湾陆源

的主要污染物
。

2. 2 海上污染源

石岛湾是北方最大的渔港
,

渔船比较集

中
,

渔船及商船
、

军用船舶在港内停舶装卸过

程中除排生活垃圾外
,

还有装卸散落物
,

如沙

子
、

食盐
、

水泥
、

化肥
、

煤炭等
,

造成石 岛湾的

有机污染
。

据石岛港监提供的资料
,

石岛湾 日

平均进出港船只数为 92 艘
,

石油年排放量达

10 吨
。

另外石岛渔港
,

渔业捕捞公司及造船

厂排放污染物也是湾 内的油污染的主要来

源
。

2
.

3 石岛湾的水质现状

烟台海洋管区监测结果表明
:

石岛湾除

油和 CO D
、

无机氮外
,

其他项 目均符合国家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

油的超标率达 60 %
,

主

要分布在港区
、

锚地及航道附近
。

C O D 的超

标率为 35 %
,

无机氮的超标率为 20 %
,

它 们

分布在西部方向
,

主要是石岛镇附近
。

这说明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
,

石岛湾油和有机污染 区

开始出现
,

应切实加强污染源的控制
。

3 石岛湾的自净能力分析

根据烟台海洋管区 1 9 9 2 年调查资料显

示
,

石岛湾基本上属于正规半日潮
,

落潮时段

略大于涨潮时段
。

大潮潮差为 2
.

sm
。

石岛湾湾口附近有一个内外海水直接进

行交换的活跃区
,

在一个潮周期过程 中
,

一部

分海水返回海湾
,

另一部分海水被带离海湾
,

高潮时水交换活跃区最大约占海域面积一半

左右
,

此时大部分的外部海水涌入海湾
,

自净

能力最强
,

另外湾内任何时刻海水余流流速

都较大
,

海水输运污染物能力较强
,

通过对污

水运动轨迹跟踪确定污染物质是由湾 口 东西

两侧流出海湾
,

且以西侧为主
。

4 石岛湾污染防治对策

石岛湾污染防治对策的研究
,

是石岛湾

区域规划的依据
,

它对控制石岛湾环境污染
,

改善石岛湾环境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4
.

1 提高全民海洋环境意识

环境意识的产生和形成是人类意识的一

次觉醒和飞跃
,

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是做好

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

实施海洋环境治理的基

础
。

要通过广播
、

电视
、

报刊等广泛宣传
,

要把

保护海洋环境纳入经济
、

科技
、

社会发展规划

和计划
,

使之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
。

4
.

2 科学合理地进行海洋功能区划

科学地划分石岛湾海洋功能区
,

可 以合

理而有效地利用海洋环境和资源
,

对沿岸的

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

石岛湾海洋功能区划是在了解和掌握石

岛湾海域工业
、

渔业
、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港

口布局
,

污染源分布
、

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
,

沿岸经济发展 的近期安排和远景规划
,

在不

同海域 自净能力的前提下
,

从全局利益出发
,

统筹安排
,

合理规划调整沿岸的工业布局和

海域的合理使用
。

4
.

3 合理利用石岛湾海域的自净能力

海洋自净能力是一种巨大的自然资源
,

开发利用这一资源
,

既能收到环境效益
,

又能

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
。

石岛湾海域自净能力

巨大
,

我们要充分利用
,

表现在
:

沿岸陆地污

水的排放要采取科学的方式
,

按不同潮时排

放
,

海域的输运能量相差几倍
。

因此
,

建议在

高潮时集中排污较为适宜
;另外

,

不同位置的

排污点依据海水输运能力的不同有不同的污

水排放标准
。

这样既能减少环保投入又能保

证海域的环境质量
。

4
.

4 实施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

就是在以环境质

量标准为基础
,

并考虑自然特性
,

计算出最大

排放量之后
,

综合分析区域内的所有污染源
,

建立一定的数学模型
,

计算每一个污染源的

污染分担率和相应的允许排放量
,

以保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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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不超过最大允许排放

量
。

这样既考虑 了污染源的密集程度和污染

源规模的大小
,

又考虑了稀释排放问题
。

4
.

5 加强石岛湾现有码头和船舶管理

石岛湾的油污染较为严重
,

主要污染源

集中在石岛渔港
、

码头和几个造船厂
,

以及进

出港的船舶
。

据有关资料显示
:

石岛港每年进

出港的船舶有 2 万多只
,

排放油类 10 余吨
。

因此必须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及其他法律规定
,

严格执法
,

切实控制

好船舶排污
。

5 结语

海洋开发历史悠久
,

但现代化海洋开发

刚刚起步
,

规模小
、

层次低
,

巨大的资源优势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仍然以行业进行开发
,

各

自为政
,

缺乏综合管理
,

不合理占用岸线
,

海

域产业布局也不合理
,

资源浪费严重
,

这就要

求我们加强海域综合管理
,

完善法律制度
,

做

到海洋开发与资源保护
、

污染防治同时进行
,

把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在一

起
。

我国
“

探索号
”
机器人首创深潜 I0 0 0m 记录

日前
,

我 国第一台无缆水下机器人在西

沙群岛附近海域成功地下潜到水下 1。。。m

深处
,

成为我国到达深海的先驱者
。

智能机器

人专家组组织同行专家对其进行了验收
,

专

家们一致认为这台命名为
“

探索者
”

号的无缆

水下机器人整机功能和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均

达到国际 90 年代最先进的同类水下机器人

水平
。 “

探索者
”

号 由载体系统
、

电控系统
、

声

学系统
、

导航系统
、

水平支持和能源系统等组

成
,

它涉及自动驾驶
、

水声通讯
、

图象压缩与

处理
、

定位导航与控制
、

计算机体系结构
、

多

传感器融合
、

人工智能
、

高效能源流体动力学

及深潜技术
、

水面收放技术等多项高技术
。

无

缆水 下机器人要潜入 l0 0 0 m 水下进行观察

作业
,

其技术难度可与进入宇宙空间相比拟
。

目前
,

世界上只有美
、

俄
、

法
、

日等少数工

业发达 国家具有这种先进技术能力
,

全世界

大约有 20 多 台同类机器人 刚刚走向应用
。

1 9 8 8 年立项时
,

我国在这方面 尚属空 白
,

与

国际先进水平相差大约 15 一20 年
,

经过 4 年

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拼搏
,

大大缩小 了

这个差距
,

标志着我国水下机器人技术
.

已走

向成熟
。

该水下机器人最大工作深度 lo 0 0 m
,

活

动范围可达 12 海里
,

续航能力 6 小时
,

最大

前进速度 4 节
,

巡航速度 2 节
,

可在 4 级海况

下正常回收
,

能在指定海域搜索 目标并记录

数据和声纳图象
,

可对失事 目标进行观察
、

拍

照和录像
,

确定 目标的状态和特征标记
,

实现

搜索航行或预编程航行
,

并能自动回避障碍
,

具有水声通讯能力
,

可将需要 的数据和图像

传至水面监控台上显示
,

还可对失事海域主

要海洋要素进行测量
。

它在水下工程
、

海洋石

油及海洋矿藏资源开发
、

海洋科学考察以及

打捞救生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可用来

检查水下管道和 电缆的位置和状况
,

检查石

油平台
、

井 口
、

水坝的裂缝
,

监视灌浆打桩
,

监

视潜水员安全作业
,

勘测海底地形和剖面
,

进

行海洋地质
、

生物
、

物理和海洋声学考察
,

寻

找海底失事船只
,

打捞海底沉积物资等
。

(王俊娴 吴金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