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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沿海城市工业直接利用海水问题探讨

韩 增 林

(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系 大连 )

摘 要 扩大海水在工业上直接利用的深度和广度
,

是缓解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工业集中

地区淡水资源紧张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
.

本文分析了我国工业直接利用海水的现状及 存在 的 问

题
,

指出了海水在工业上直接利用的前景
,

并为工业进一步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沿海城市 工业 直接利用海水 前景 建议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工业用水水源主要取 自地表水和地

下水
。

由于我国淡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
,

沿海

与内地
、

南方与北方资源数量相 差 十 分 悬

殊
。

我 国北方特别是一些沿海大城市
,

所在

地区汇水面积小
,

地表径流 较 少
,

多 为 短

小
、

湍急的入海河流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的增长
,

近些年工业
、

农业
、

城市生活用水

量激增
,

导致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

在一

些大城市和工业集中区域不得不大量开采地

下水
,

造成水质恶化
、

地面下沉
、

海水倒灌

等一系列恶果
。

因此淡水资源紧张的间题 已

经成为我国北方沿海城市工业乃至整个经济

发展的制约因素
。

大连市水资源紧张的状况也比较突出
。

大连地区年平均降水总量 91 亿立方米
,

其中

形成地表径流量为34
.

85 亿立方米
,

地 下 径

流总量为 13
.

9亿立方米
,

可供开采的地下水

量为6 亿立方米
。

地区内平均每人占有水 量

84 8立方米
,

仅为全国人均占有 量 的31 肠
。

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为20 1立方米
,

仅 为 全国

人均占有水量的 1 / 1 3
,

供需矛盾十分尖锐
,

很

多企业用水高峰时不得不 以水定产
。

由于缺

水
,

致使一些中外合资项目虽经国家批准
,

但只能停建或缓建
。

为解决供水不足
,

大连

市于 19 7 5年开始动工修建 储 水 9
.

3亿立方米

的碧流河水库
, 1 98 1年起投资 1

.

1亿元动工

修建引碧入连一期工程
,

到 1 98 3年结束
,

城

市供水能力每日增加
;

15 万吨
。

但仅从 1 98 5“

1 98 9年大连市即新增三资企 业
、

工 商 企 业

等 8 00 多家
,

城市供水量每年都 以 10 肠以上

的速度增长
。

从 1 9 88 年又开始修建引碧入连

二期工程
,

投资2
.

4 6 亿元
,

计划使城市供水

能力每天增长2 3万吨
,

并已开 始 准备引碧

入连三期工程
。

但是
,

即使三期工程全部完

成
,

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水资源严重短缺的

局面
。

因此
,

利用沿海自然条件优势
,

进一

步开发利用海水资源已势在必行
。

从我国目前的技术经济实力来看
,

海水

淡化工程尚不能在全 国沿海大范围展开
,

但

扩大海水在工业上的直接利用范围
,

以代替

大量的工业用淡水 (大连市工业用淡水占全

市总用水的 18
.

5肠 )
,

则是缓解沿海地区特

别是大工业集中地区淡水资源紧张状况的一

条重要途径
。

2 海水在工业上直接利用现状及

存在问题

在工业中
,

海水不经处理可直接用于选

矿生产
、

原料和废料的输送及发 电厂中
。

由

于海水的 电解性质和其他化学性质
,

它还可

以用于悬浮颗粒物的凝结和沉淀过程中
,

用

于保持油气井的层压
,

用于作反应减缓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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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等
。

我国海水工业上的直接利用
,

主要

是用海水作冷却用水
。

目前青岛市利用海水

的工厂约 3 0家左右
,

每年海水用量 为 3亿多

立方米
。

天津也有一定数量的海水直接利用

在 电力
、

化工等部门
。

大连地区三面环海
,

海水水温低
,

全年

有7个月平均温度低于 1 5
“

C
,

有2个月平均水

温在 15 一 2 0
’

C
,

利用海水作冷却用水
,

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
。

早在 1 9 30 年大连市就开始在

电力
、

造船
、

化工等部门尝试用海水作工业

间接冷却水
,

日利用量约 50 万立方米
。

解放

后海水利用的规模不断扩大
,

由冷却用水发

展到工艺用水
、

洗涤
、

溶剂
、

生活用水等
,

利用单位发展到 26 个
,

到 19 9 0年日均利用量

161 万立方米
。

表 1 大连市历年海水使用情况

年份 海水用量(日万立方米) 利用海水单位数

而不均匀
,

直接影响到设备
、

管道的使用寿

命
。

如不采取措施
,

海水泵叶轮只用一个月

就会腐蚀损坏
,

一般管道3一 6个月就会穿孔

渗漏
。

一些暴露在大气中的淋晒设备
,

若不

防腐
,

10 毫米厚的碳钢板最多使用 5 年
。

尽

管目前在选材及防腐技术上采 取 了 一 些措

施
,

但从总体上看
,

防腐 技 术 仍 未完全过

关
,

且成本也较高
,

很多可以利用海水的厂

家因此望而却步
。

输送海水管道及使用海水 设 备 极 易被

海水中的生物堵塞
,

直接影响设 备 的 使 用

寿命和传热效果
,

甚至酿成 事故
。

根 据 大

连化学工业公司的记录
,

输水干线运行1一 2

年后
,

管壁附着 1 50 一2 00 毫米厚的海生物
,

最厚可达 2 50 ~ 3 00 毫米
,

吸水 口 堵 塞 1/ 2 ~

3/ 4 ,

管网总阻力增加
、

50 肠
。

特 别是 紫 贻

贝 (俗称海红 )
,

其精卵在海水中受精后
,

随海水进入管道设备
,

在 14 一25
’

C 温 度 下

迅速发育
,

至今仍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 阻止

其在管道或设备中发育成长
。

1 99 1年 由于大

连化学工业公司海水管道被海生物和杂质堵

塞
,

使机器不能正常运行
,

电厂停电达20 个

小时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儿百万元
。

由于淡水价格低
,

企业 用水 成 本 微 不

足道
,

而开发利用海水需 要 一 定 投 资
,

又

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
,

故海水在工业上直接

利用进行推广有一定的困难
。

目 前 大 连 市

工业用淡水价格为0
.

22 元 / 吨
,

企业开 采 地

下水价格为。
.

08 元/ 吨
,

根据我们组织 人 员

调查的 13 家大中企业看
,

无论企业 用水量大

小
,

企业用淡水成本均 占总生产成 本 的 l肠

以下
,

大都在 1 汉 1 0 一 ”

以下
。

而开发利 用 海

水不仅设备投资较大
,

而且防腐
,

防堵费用

也较高
,

而利用海水的单位在用水政策上没

有什么大的实惠
,

加之很多企业领导缺乏长

远和宏观的观点
,

因而使企业利用海水的积

极性不高
,

一些单位的人讲
,

花十儿万元来

节约儿分钱的淡水
,

划不来
。

沿海岸段功能划分及管理不明确
,

沿海

18242220肠
们口n���JO门1n�。JA人性月魂h,工11

J.11上, .19 80

1 983

198 8

19 8 9

199 0

由于海水水温低
、

冷却效果好
,

代替淡

水本身又可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
。

以大连化

学工业公司为例
,

除用海水冷却外还用海水

代替淡水化盐
,

既节约淡水又可回收盐
,

每

年仅节约淡水一项其价值就达1 3 5万元
。

大连市在应 用海水的技术上也摸索出一

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

如在防腐上采取酚醛清

漆和环氧树脂涂层
、

衬里
;
在选材上采用水

泥管
、

铸铁管
、

塑料管
、

不锈钢管等
;
在防

堵上利用窒息法
,

加氯法
、

过滤法
、

温海水

法等技术
。

但是
,

由于技术水平和政策及管理等方

面的原因
,

目前海水在工业上的直接利用还

存在一定的问题
。

由于海水是一种强电解质
,

含盐量高
,

对金属表面形成较强的腐蚀
,

腐蚀表面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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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企业废水排放严重
,

未达 到 处 理 标

准
,

直接污染了海水
。

另外沿岸有很多从事养殖 的 个 体 和集

体
,

增加了海生物的密度
,

威胁着取水设备
。

海水利用缺少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
,

对

涉及到的许多技术
、

政策
、

法律等方面的问

题没有人出面统一解决
。

表2 大连市工业用淡水成本占

总成本比例典型调查

企业名称 企业年耗水量

(万吨)

企业用淡水成

本占总成本比例

大连机车车辆厂

大连机床厂

大连化学工业公司

大连石油七厂

大连轧钢厂

大连耐火材料厂

大连发电总厂

大连玻璃厂

大连市罐头食品厂

大连染料厂

大连色 织布总厂

大连第三塑料厂

大连纺织厂

1 61
.

4

26
.

8

84 9
。

7

每日0
.

9万吨

1
,

9

5 0
.

4

1 3 1
.

1

7 5

4 2
.

1

2 274
.

5

30
.

3

1
.

8

111

0
.

164呱

0
.

05 7呱

0
.

27 5肠

0
.

1肠以下

0
.

1呱以下

0
.

1务以下

1肠以下

0
.

1呱以下

1呱

0
.

53肠

0
.

2 1帕

0
.

03 2呱

0
.

1肠以下

3 海水在工业上直接利用的前景

及应采取的对策

70 年代以来
,

法国
、

美国
、

日本
、

前苏

联等国在研究海水在工业上直接利用方面已

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果
。

如70 年代初
,

美国工

业用水的么。肠是靠海水供应的
,

到了80 年代

海水用量又增长了 1倍以上
。

我国随 着 沿海

地区经济的发展
,

淡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更

加突 出
,

因而海水在工业上的直接利用
,

将

作为海岸带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沿海

进一步展开
。

海水冷却用量将有较大的增长
,

其利用

方式也将增加
。

用海水作为工业冷却水今后

仍将是海水直接利用的主要 内容
。

特 别是

2 0 0。年前后
,

我国北方沿海特别是辽宁省沿

海将建设一批较大的 电厂 (辽宁省规划在沿

海建设 1核 5火等 6座电站
,

均为 120 万千瓦以

上的 电厂 )
,

这样沿海冷却用海水的数量势

必大大增加
。

此外
,

冷却用水的范围也将扩

大到冶金
、

化工
、

石油化工等部门
, 2 0 0 0年

以后
,

我国北方沿海淡水缺乏的地区
,

将普

遍采用海水作工业冷却用水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海水在滨海工业

中的用途将逐步扩大
,

除冷却用水外
,

还将

在化工 (工艺用水 )
、

钢铁 (循环供水 )
、

建材(用海水拌制混凝土
,

选矿等 )及洗涤
、

污水净化等部门应用
。

由于海水供水本身的局 限性人们对海水

直接利用技术的研究将有所突破
,

特别是防

腐
、

防堵
、

海水的酸化
、

氯化
、

沉淀过程研

究等方面
。

为此
,

应采取以下儿点对策
:

从国家到地方应建立专 门性 的 管理机

构
,

负责规划
、

管理
、

指导
、

协调各地区海

水资源的综合开发
。

海水利用技术难关的攻

克
,

受资金
、

技术等因素的限制
,

非一厂
、

一地技术经济条件可以解决
,

应当由有关机

构出面
,

利用北方沿海大城市科研机构
、

技

术力量较强的优势
,

将各地区
、

各单位的科

研
、

试验
、

制造
、

安装等技术力 量 组 织 起

来
,

协同攻关
,

共同推进海水直接利用事业

的发展
。

应通过集资或其他形式建立海水开

发研究基金
,

资助有关海水直接利用研究
。

对一些已被实践肯定的海水利用技术和设备

应组织推广
。

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
,

强制性推广海水

直接利用的开展
。

适当提高工业 用 淡 水 的

价格
,

并按高峰
、

低峰期浮 动
,

在 确定 企

业淡水消耗定额的基础上
,

对超额用水的企

业
,

加大罚款比例并取消其评优 获 奖 的 资

格
。

要把罚款收入用于节水和海水利用研究

和推广上
。

耍把节水列入企业考核的一项指

(下转第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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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海洋功能区划与沿海区域开发的关系

和卫星城的发展
。

有了城市的依托
,

加之交

通
,

能源和化工原料的解决
,

势必带动临海

工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
,

进而产生连锁

反应
。

这样
,

不仅解决了沿海地区发展不平

衡问题
,

还必然创造出比其本身大得多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海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和价值
,

也就越来越重要
。

3
.

5 拓展五路进岛旅游线

辽宁滨海旅游资源约占全省旅游资源的

5。肠以上
,

发展以滨海旅游业为重点
,

对旅游

业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

因为
,

一方面由于

海岛特有的自然属性
,

更能适合现代人为改

造 自然
,

勇于探险
,

寻求猎奇
,

向往原始自

然景观的旅游心理
。

同时
,

更重要的一面也

为多层次全方位旅游体系的建立
,

提供新的

空间场所和物质基础
。

为了把辽宁众多岛屿

建设成内容丰富
,

景观良好
,

层次分明
1

,

各

具特色
,

体系严谨
,

且与内陆旅游景点相联

结的岛陆旅游体系
。

全省已初步拓展五路背

陆面海挺进岛屿的旅游线
,

并将发展成为新

兴的滨海旅游区
。

五路旅游线为
:

东沟大孤

山一大鹿岛
; 庄河一石城岛

、

大王家岛
;
大

连市区一大
、

小长山岛
、

璋子岛
、

海洋岛
;

金州经济开发区一广鹿岛
; 兴城海滨城市一

菊花岛
;

为使沿海区域开发新格局建设成为一个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机整体
,

需要加强区域

开发的规划研究
,

统筹规划区域 开 发 区 建

设
。

要组织好不同层次的经济联合
,

大力促

进临海产业和海洋新兴产业 的发展
。

要加快

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
,

搞好 信 息 服 务
。

同

时
,

还要采取优惠政策
,

利用外资
,

开拓国

际市场
,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发展
,

以加快区域开发步伐
,

’

让发展起来的海洋经

济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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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把利用海水纳入节水管理之中
,

把利用

海水的数量规定一定的比例提取节水奖励基

金
。

对利用海水的企业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时
,

应在信贷
、

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

建立海

水利用工程无息贷款项 目
,

鼓励多上海水利

用工程
,

切实体现多用海水多受益的原则
。

对

沿海地区工业用水大户
,

要规定其应用海水

的比例
,

并限期完成
,

对新建
、

扩建企业用

水
,

一首先考虑利用海水
,

对能用海水而不

用的企业或项 目
,

应不予立项
。

加强国情教育和节水的宣传
。

目前各企

业主管领导
,

对我国现状及未来水资源短缺

的严重性大都不够了解
,

或即使了解一些
,

因考虑问题多重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

对开

发利用海水资源的意义认识得不够
。

应当把

开发利用海水资源 以节约淡水
,

放到未来人

类是否能很好生存的高度来认识问题
。

可在

每年用水高峰设立节水 日或节水周
,

宣传利

用海水的意义
。

在对企业领导
、

职工进行教育

的同时
,

要把 目标放在中小学学生身上
,

提

高全民族的节水意识
。

合理划分沿海岸段功能区
,

加强管理
,

杜绝养殖部门和个体户的随意养殖和捕捞
,

尤其取水点附近
,

要加强对工厂废水排放的

管理
,

防止海水水质变坏
。

在工业密集的沿海地区设立统一的取排

海水网
,

统一管理
,

以帮助离海较远的企业

开发利用海水
。

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及

生产力布局
,

都必须考虑海水资源的综合利

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