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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海洋生态健康与人群身心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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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洋是地球上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的摇篮，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与人群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文章简要阐述了当下影响海洋生态健康的主要因素，以及海洋

生态系统的亚健康和不健康对人群身心健康的负面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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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也最复杂的生态系统，

是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根本，是人类生存、生

活和生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目

前海洋正面临着一次过去数百年间从未发生的

“彻底且不可逆转的生态转型”，海洋健康状态

恶化几乎无可挽回［１］。对于我国而言，海洋是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海洋经济也以年均２０％以上的速度在递增，与

此同时，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污染日益

严重，海洋生态遭到严重破坏［２］，社会和环境

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近年来，大规

模围填海致使近岸海域及滩涂生态资源遭到破

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外来物种的入侵和蔓

延给滩涂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环境变脆弱；陆

地上的畜禽养殖废水、工农业和生活污水随陆

地径流携带入海，成为入海河口和近岸海域环

境污染的最主要污染源；近岸海域海水养殖业

存在布局不合理，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自身污

染严重的问题；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产业迅猛

发展，近岸海域范围内各类海洋船舶活动显著

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是海洋生

态环境的重大安全隐患。

国家海洋局在 《２０１０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

公报》中用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３个级别来

反映生态健康等级。结果表明，在 “十一五”期

间，我国近岸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主要处于健康

与亚健康状态。其中：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

床生态系统多处于健康状态；与人类生活更为

密切的河口、湿地和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

多处于亚健康状态。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程度

又与人群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文章从海洋生

态健康与人群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阐述当下

影响海洋生态健康的主要因素，以及海洋生态

系统的亚健康和不健康对人群身心健康的负面

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１　影响海洋生态健康的主要因素

海洋生态健康是指生态系统保持其自然属

性、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基本稳定，生

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正常发挥，环境污染、人

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生态压力在生态

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３］。当外界影响力超

过了海洋生态系统的自身承载能力，海洋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海洋生态

系统健康受到威胁，海洋生态环境丧失其服务

功能，比如海洋环境恶化导致海水养殖病害增

多，海洋渔业资源损失、发生改变甚至枯竭、

沿海人群身心健康受到威胁等，进而可能引发

一系列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

李月［４］认为影响海洋生态健康的主要因素

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胁迫，其中自然灾害主要

是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和赤潮 （绿潮），

人为胁迫主要是陆源入海排污、外来海洋物种

入侵、海洋渔业过度捕捞、海水养殖、全球气

候变化、滨海湿地生境改变和海岸带开发活动

 基金项目：海洋赤潮灾害立体监测技术与应用国家海洋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ＭＡＴＨＡＢ２００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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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于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等自然灾

害的不可抗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难

以评估，笔者认为这些灾害对人类社会活动的

影响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损益和人身安全方面；

近岸海域赤潮 （绿潮）的发生却往往因受到人

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所以海洋生态健康的主

要影响因素还是人为胁迫，评价海洋生态健康

时所选取的指标也是以海洋生态环境、人类活

动和社会经济等指标为主。

２　海洋生态问题对人群身心健康的负面

效应

２１　海洋食物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２１１　赤潮的影响

赤潮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

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暴发性增殖或高度

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赤

潮发生时，可引起鱼、虾、贝等经济生物瓣鳃

机械堵塞，造成这些生物窒息而死；赤潮后期，

赤潮生物大量死亡，在细菌分解作用下，可造

成区域性海洋环境严重缺氧或者产生硫化氢等

有害化学物质，使海洋生物缺氧或中毒死亡。

此外，有些赤潮生物还能分泌一些可以在贝类

体内积累的毒素 （统称贝毒），其含量往往有可

能超过人体可接受水平，这些贝类如果不慎被

食用，就会引起人体中毒，严重时可导致死

亡［５－６］。目前确定有１０余种贝毒的毒素比眼镜

蛇毒素高８０倍，比一般的麻醉剂，如普鲁卡

因、可卡因还强１０万多倍。据统计，全世界已

发生贝毒中毒事件３００多起，死亡３００多人。

２１２　化学污染的影响

近年来，长江、珠江、钱塘江和闽江等主

要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年均达千万吨以

上，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也给海洋环境系统带

来大量营养盐和重金属污染物。进入海洋系统

的重金属、石油类和有机农残等有毒有害的化

学污染物通过食物链进入到海产品中，大大增

加了人类食用海产品的健康风险。２０１０年在我

国近岸潮间带及浅海区发现个别区域的生物体

（紫贻贝、菲律宾蛤仔和僧帽牡蛎等）受到滴滴

涕和汞的轻度污染，在古黄河口、嵊泗、杭州

湾、三门湾、台州杜桥和晋江围头湾内的生物

体受到石油烃的严重污染［７］。２０１０年广东省海

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广东近海四成入海排污

口排放污水超标，１６％的近海海域正在遭受污

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严重，中科院有关专家

表示，重金属容易富集在海洋生物体的肾、肝

脏、性腺、鳃中，市民经常食用的生蚝中，铜

和镉元素分别超标７４０倍和９０倍。

２１３　海水养殖带来的影响

海水养殖过程中饵料投放过量及养殖种类

产生的排泄物都会造成海洋水体和底质的有机

污染加重，营养物质降解后产生的硫化氢、氨

等有毒有害气体，造成鱼虾病害的发生，为了

防止病害以及毒杀滩涂和围塘上的敌害生物，

在养殖中也常常用到消毒剂、抗生素等，这不

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土霉素和磺胺

类等药物残留还会逐渐在部分水产鱼类、虾类

和蟹类等海产品体内累积，最后通过食物链传

递到人体内［８－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有着严

重的食品安全隐患。２００６年，宁波慈溪某进出

口公司的２７．５ｔ冻烤鳗由于被检测出硝基呋喃

类代谢产物 （ＡＯＺ）超标而遭到日本方面的退

货；２０１１年６月我国共有１９３批次的海产品因

疑似兽药残留和疑似全部或部分含有污物或其

他不适合食用的物质而被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

局 （ＦＤＡ）拒绝进口。

２１４　海洋酸化的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海洋酸化现象逐渐明显，

海洋不断地从空气中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增加

了海水酸度，已导致海洋表面 ｐＨ 值下降了

０．１２
［１０－１１］。海洋酸化能改变海水化学的种种平

衡，严重影响生物石灰化过程，引起珊瑚白化

消失，浮游生物 （球石藻、有孔虫类、翼足目

生物和腹足类软体动物等）减少，鱼类、甲壳

类和头足类等海洋非钙化动物的呼吸蛋白质氧

亲和性急剧下降，水母激增，进而导致海洋生

物的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发生重大变化，严

重影响整个海洋食物链，使依赖于化学环境稳

定性的多种海洋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面临巨大

威胁。如果酸化现象得不到遏制，珊瑚将在几

十年内消失，珊瑚礁生态群落受到致命打击，

同时对人类的海洋渔业资源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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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滨海环境恶化对人群身心健康的影响

滨海湿地除了在净化海洋、降低海洋污染、

防治海岸侵蚀方面有重要作用外，芦苇、红树

林等滨海湿地也可为丹顶鹤、白鹭和黑嘴鸥等

多种珍稀鸟类提供栖息、繁殖地及迁徙的中转

地［１２］，而独特的、优美的滨海景致和自然风光，

也是进行户外活动、体验自然、促进身心健康

的首选。可是围塘养殖、农田开垦和围填海等

涉海活动的不断增多，使得大片滨海湿地生境

改变或丧失，导致许多鸟类等珍稀动物的生存

受到威胁，也让人类逐渐丧失了回归自然、放

松身心的空间。近４０年来，我国红树林面积由

４．８３万ｈｍ２ 锐减到１．５１万ｈｍ２，其主要原因是

围填海占用，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因围填海和

滩涂开发而大量砍伐红树林，造成２／３的红树

林消失。广东南澳岛７处填海工程的填海面积

达３４０ｈｍ２，不仅影响了海域生态环境，滩涂植

被的生长和原有地貌，还造成环岛沿岸沙石裸

露、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自然景观。

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沿海各地区

发展海洋旅游观光产业，吸引外地游客和本地

市民亲近海洋、缓解压力、消除疲劳的主要场

所，是可集旅游度假、滨海娱乐和海上休闲为

一体的有水准、有品位的，具有海洋文化特色

的人文景区。但由于海洋环境的恶化，滨海近

岸水体中粪大肠菌群含量偏高、溢油和赤潮的

发生、聚集的漂浮垃圾和大型海藻等造成了海

水浴场、滨海旅游度假区娱乐用海功能的下降，

有时甚至会对人体健康和活动安全构成风险，

比如２００８年以来在南黄海海域连续发生大面积

绿潮灾害，２００９年大连新港溢油污染金石滩海

水浴场，２０１０年福建平潭龙王头浴场和深圳大

小梅沙浴场发现赤潮等，都曾让各浴场和度假

区在一段时期内关闭。

３　对策和建议

３１　严格节能减排措施，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方

面的多部法律法规和地方性保护条例的相继颁

布实施，为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

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

人体健康，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面对越来越严

重，越来越复杂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改

革管理体制，重视中长期规划。一方面大力控

制污染物入海总量，加强监控，核查和监测污

染物排放，推行海洋节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

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涉海工程排污申报

制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健康。

３２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控和预警能力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否实际上是人为给出

的评价结果，需要经过海洋环境监检测机构技

术人员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监控，利用多

种技术手段检测各项海洋污染指标，对生态系

统的健康等级进行评价，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变

化趋势进行预测。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监测调查

结果的客观准确，评价方法和预测模型科学合

理的基础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控和预警的

软硬件建设，提高技术实力至关重要，只有准

确及时的海洋生态信息，才能为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管理海洋，采取生态健康保护举措，促进

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切

实推动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协调发展。

３３　开展生态修复，提高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水平

　　了解并预测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海洋生态系

统的影响，建立相应影响评估模型，进而评价

人类开发利用诸多海洋资源的活动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影响程度，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修复、人

工鱼礁建设等工作，减少甚至根除外来物种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侵害，加大受污染滨海滩涂、

湿地的整治力度，实现海陆统筹、科学发展，

切实加强对海洋环境污染容量的管理力度，提

高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

３４　科学规划与管理，拓展人群身心休闲空间

了解与海洋相关的人类健康风险和威胁，

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的重要价值，掌握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

样性现状，研究并建立可为人群提高健康水平

的各类产品和生态环境模型。在合适的滨海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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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旅游度假区建立区域性海洋公园、亲海旅

游度假村，加强对海岛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维

护海岛生态环境、海岛自然景观等，对滨海、

海岛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为人群提供更

广阔、更自然的休闲活动空间，使海洋环保、

海洋经济和人群的身心健康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３５　规范海洋渔业养殖管理，控制生物质量

科学规划海域沿岸网箱养殖，推广先进的

养殖技术、清洁生产工艺和管理理念，建立现

代化的海洋生态养殖模式，努力改善养殖区海

洋环境，提高海／渔水产品质量；规范养殖用药

和投饵，禁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鱼药，避免鱼

体累积有毒有害物质而影响养殖鱼类的质量，

同时注意加强渔业环境和资源监测的力度，保

护好近岸海洋渔业环境与资源；建设海洋立体

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加强管理与技术的科学研

究，在确保渔业生态安全的基础上，有条件的

开展休闲海钓和渔家乐等，为公众滨海休闲娱

乐提供新的方式和场所。

３６　加强教育与宣传，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

不管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地方性保护

条例的出台，不管是规范海岸带的开发活动，

还是海洋渔业养殖的安全，都事关百姓生产、

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切身利益，都离不开公众的

积极参与。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科学管理海洋、

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务必要通过多种方式、

多种渠道来推动海洋环境保护的宣传，增强海

洋生态保护观念和意识，建立健全破坏海洋生

态环境的监督、举报机制，加大公众参与的深

度和广度，使更多的人了解海洋，了解海洋生

态健康的重要性，并亲身参与到保护海洋的行

动中来，共同为海洋生态健康和人群身心健康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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