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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之一
,

海水养殖产量

每年超过 万吨
,

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
,

海水养殖业 已成为总产值达数百亿元的重要

海洋产业
。

到 年
,

我国将实现海水养殖

年产量 万吨的宏伟目标
。

但在发展中却

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
,

其中沿海水域的污

染和有害赤潮的频繁发生将越来越突出地制

约着海水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

因此
,

深入研究

我国典型增养殖区有害赤潮的发生机理
,

了解

在诸如典型增养殖区这样特定水域环境 内
,

有

害赤潮发生的内因
、

外因及内外因相互作用的

制约因素 发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
、

经济有

效 的 有害赤 潮 防 御 系统
,

减轻 有害赤 潮
,

灾害对海水养殖

业造成的损失
,

对于保障海水养殖业持续发展

战略 目标的实现和大众身体健康
,

发展海洋经

济有着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
、

赤潮对海水养殖 的危害方式

由于发生赤潮的种类
、

季节
、

海 区及成因

的不同
,

其危害方式及危害程度有着很大的差

异
。

但大致可以将赤潮的危害方式归纳为

分泌或产生粘液
,

粘附于鱼类等海洋

动物的鳃上
,

妨碍其呼吸
,

导致窒息死亡
。

有

些赤潮生物如夜光藻
、

凸角角毛藻
, ‘  ,

等 能向体外分泌粘液或

者在死亡分解后产生粘液
。

在鱼类等海洋动物

的滤食或呼吸过程中
,

这些带粘液的赤潮生物

可以附着在海洋动物的鳃上
,

妨碍它们的呼

吸
,

使之窒息死亡
。

这种危害方式对养殖鱼类

的危害较大
。

分泌有害物质 如氨
、

硫化氢等
,

危

害水体生态环境并使其他生物中毒
。

有些赤潮

生物 如夜光藻等 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调节其

体内多量的氨
,

大量繁殖时会造成水体氨浓度

剧增
,

使其他生物中毒
。

另外
,

当它们死亡分

解时会产生尸碱或硫化氢使水体变质
,

危害水

体生态环境
,

还可以诱发其他赤潮生物大量繁

殖乃至发生赤潮
。

产生毒素
,

直接毒死养殖生物或者随

食物链转移引起人类中毒死亡
。

有些有毒赤潮

生物平时不释放毒素
,

但在繁殖代谢过程和死

亡分解后
,

其体内的毒素便释放到海水中
,

如

多边膝沟藻
“ 口

赤潮消亡

后往往会发生鱼类的大量死亡
,

并且延续有一

段时间
。

还有些赤潮生物虽然含有毒素
,

但其

毒素对贝类
、

鱼类无害或者不足以毒死鱼类和

贝类
,

而是积累在它们体内
。

如果人食用了这

些含有毒素的贝类或鱼类
,

毒素随食物链传

递
,

导致人体中毒或死亡
。

在世界沿海地区每

年都有发生因误食含有赤潮毒素的贝类或鱼

类而引起的人体中毒和人员死亡事件
。

导致水体缺氧或造成水体有大量硫化

氢和 甲烷等
,

使养殖生物缺氧或中毒致死
。

由

于大量赤潮生物死亡后
,

在分解过程不断消耗

水体中的溶解氧
,

使水体溶解氧含量急剧下

降
,

引起鱼
、

虾
、

贝类等因缺氧大量死亡
。

在

缺氧条件下的分解过程还会产生大量硫化氢

和甲烷等
,

这些物质也能置鱼
、

虾
、

贝类于死

地
。

大多数硅藻 如角毛藻等 引发的赤潮属

于这种危害方式
。

吸收阳光
,

遮蔽海面
。

赤潮生物一般密

集于表层几十厘米以内
,

使阳光难于透过表

层
,

水下其他生物因得不到充足的阳光而影响

其生存和繁殖
。

在赤潮持续时间长
、

密度高时

经常发生底层海洋生物死亡
。

此外
,

在藻类养



殖区如果赤潮发生
,

会引起藻类生长变慢
。

如

年 月发生于福建省闽东 的红束毛藻

爪 导致养殖紫菜

普遍脱苗严重和生长缓慢
,

局部地区出现紫菜

幼苗大量死亡
。

再如
,

年 一 月发生于

福建闽东的 次间歇性夜光藻赤潮
,

此时适逢

海带夏苗培养期
,

因培育海水受到赤潮水的污

染
,

引起海带配子体和幼苗抱子体病变
,

导致

幼苗溃烂死亡
,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二
、

海水养殖 中赤潮的防治对策

据 不完全统 计
,

近 年 一

年 我国 香港地区和台湾省未统计在内 有

记载的赤潮达 次
。

由于信息网络不够健

全
,

赤潮实际发生的次数远远不止这个数
。

由

此可见我国的赤潮发生频率明显增加
,

发生规

模及危害程度也 日益加剧
。

这与工农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的大量排 入海洋
,

海水养殖业 的扩

大
,

沿海开发程度的提高所导致的海域富营养

化越来越高有关
。

同时
,

也与国际海运的发展

导致有害藻类的引入有关
。

这些赤潮事件不同

程度地使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遭受影响
,

也给海

洋生物资源及渔业生产
、

海水养殖业和滨海旅

游业等造成一定的危害和经济损失
。

而且还给

大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

毫无疑问
,

赤

潮作为一种海洋性生物灾害
,

已成为制约沿海

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
,

为此提出如

下防治对策
。

控制海水的富营养化

水体富营养化为赤潮生物大量增殖和赤

潮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

在富营养化水体中
,

一旦遇到适宜的水温
、

盐度和气候等条件
,

或

对赤潮生物增殖有特殊促进作用的物质含量

的增加
,

赤潮生物就会 以异常 的速度大量繁

殖
,

高度聚集而形成赤潮
,

进而对海洋产业造

成损失和危害
。

在世界各地沿岸水域
、

河 口区
、

封闭性和半封 闭性海湾发生的赤潮大多数都

与水体富营养化有关
。

因此
,

要控制赤潮灾害

的发生频率和减少赤潮对水产养殖业造成的

损失
,

必须有效地控制海水的富营养化
。

改善水质和底质生态环境

除了控制多余营养物质进入海洋外
,

在赤

潮多发区养殖某些海藻吸收富余的氮和磷
,

可

以减少赤潮的发生
。

平田孝司 年 指出
,

海藻的生长需要吸收海水中大量的氮和磷
,

如

铜藻可固定
‘

的氮
、

的

磷
,

而 江 篱 则 可 固定 的氮
、

的磷
。

在赤潮频繁发生的富营养

化海区养殖海藻可取得收获海藻
,

降低氮和磷

浓度一举两得的效果
。

各海 区应根据 自身条

件
,

选择合适的养殖品种
,

切实掌握好采收的

最佳时期
,

如果不在最盛期采收
,

藻体会很快

枯萎
,

重新把氮
、

磷释放回海水中
。

德国试验

在赤潮多发区养殖贻贝来减缓赤潮发生
,

因为

一只 一 厘米的贻贝每天可过滤 升海水
。

也有报道在养殖池内投入以浮游植物为食的

沙蚕或卤虫等来净化水质
,

防止赤潮发生
。

还

有报道在养殖池内投入光合细菌进行繁殖
,

消

耗水 中丰富的营养盐类
,

以控制虾池富营养化

和赤潮发生
。

在 日本还有利用海底耕耘机在有

机物堆积的底泥上拖曳
,

使底泥翻转
,

促进有

机物分解
,

达到改 良底质的目的 利用曝气处

理有机底泥
,

促进有机污染物质分解
,

恢复海

域的机能和生产力
,

提高海区的自净能力 应

用粘土改 良土质和底质环境 撒播石灰可起到

促进有机物分解
、

改善底质
、

抑制磷释放
、

防

止水体营养化
、

灭菌消毒和防止发生硫化氢等

作用 此外
,

海洋清洁剂也作为净化水质和底

质的改良剂
。

减缓海上养殖业自身对海洋生态环境

的影响

海水养殖业对沿海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主要是 自身污染使水质产生长期变化
。

由于人

工养殖主要靠投饵
,

而残饵的长期积累和腐败

分解会提高水体的营养盐浓度
。

尤其是网箱养

殖易于导致 富营养化的发生和有毒甲藻的大

量繁殖
。

富营养化的加剧引起的赤潮发生不仅

危害海洋环境
,

而且影响养殖业自身的发展
。

此外
,

精养网箱或贝类延绳吊养海区的沉积物

较多
,

而沉积物中高含量有机物往往会产生有



害气体
,

如硫化氢对鱼类的毒性就很大
,

能损

伤鱼鳃
,

提高养殖鱼类的患病率
。

在一些养虾

池中也存在类似问题
。

为了减缓 由海水养殖带来的水体富营养

化问题
,

必须根据 自然环境
、

资源状况
、

环境

容量
,

对浅海和滩涂进行合理的开发
。

主要应

采取这几方面措施 根据水域的环境条件
,

选择一些对水质有净化作用能力 的养殖品种

如藻类养殖等
,

并合理确定养殖密度
。

进行多品种混养
、

轮养和立体养殖
,

充分利用

水体的合理开发
,

避免单向的过度增长
,

尤其

是进行鱼
、

虾
、

贝
、

藻混养
。

提高养殖技

术
,

改进投饵技术
、

改进饵料成分
、

使所投饵

料更有利于养殖生物的摄食
,

减少颗粒的残

存
,

提高饵料的利用率
,

防止或减轻水质和底

质的败坏程度
。

应用湿颗粒饵料防止养殖海区

自身污染等方法
。

不能将池塘养殖的污水

和废物直接排入海
,

应采取逐步过滤等办法加

以处理
,

避免养殖废水和废物的排放造成水域

污染
。

有条件的话要定时进行养殖 区废物

的人工清除
。

总之
,

在发展海水养殖的同时
,

要注意改变不合理的营养状况
,

使营养物质的

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
,

使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

流动合乎生态规律
,

养殖区的生态环境进入 良

性循环
,

取得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

效益的相统一
。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范围开发人

工增养殖时
,

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水域的环境

状况
、

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
。

控制有毒赤潮生物外来种类的引人

随着国际海运业的发展
,

货运船只吨位和

航速的增加
,

赤潮生物横越大洋的迁移机会就

越来越大
,

通过压舱水的排放
,

赤潮生物种类

从一个海域被携带到另一地 区海域也不是 一

件新奇的事
。

在我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

如郑

磊
、

齐雨藻教授 等在南海发现了一种

目前只分布在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
、

文莱一达

鲁萨兰 的有毒甲藻 一 巴 哈马梨 甲藻 约
的抱囊

。

这引起国际赤潮

学术界的关注
,

即生物地理学上分布有限的该

种如何传播到中国南海海域
,

该种未来的生消

走 向又如何 一种有力的解释当然是由于压舱

水携带的缘故
。

建立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沿海地区是经济建设的重要 区域
,

只有建

立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

才能有利于 防止或减

少赤潮的发生
,

为沿海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

因

此
,

努力减少有害物质进入海洋生态系统
,

防止水质恶化
,

并在杜绝污染源的同时
,

对 已

受污染的海域要采取有效措施治理
。

合理

开发利用海湾的自然资源
,

根据不同的功能和

生态特点
,

制定正确的海洋开发利用规划
,

以

此协调开发工作
,

避免盲目开发
,

同时做好沿

海工程建设中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及论

证
,

展高新技术
,

提高海洋生态研究水平
,

开

展不同海区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
,

加强对海洋

环境和资源的监视
、

监测和科学研究
,

为开发

活动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保护好沿

岸自然生态环境
。

在开发建设活动中
,

应尽量

减少破坏沿岸自然生态环境
,

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

这

不仅有利于海水养殖业得以健康
、

稳定
、

持续

发展
,

而且对发展沿海经济等具有重要的意

义
。

三
、

深入开展养殖区赤潮发生机理

的研究

深入开展赤潮发生机理的研究和加强对

赤潮的监视监测工作
,

这是防治赤潮的重要手

段之一
。

赤潮研究工作要直接地为海洋经济发

展做贡献—
“

减灾增产
” ,

使沿海水产养殖

因赤潮灾害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

是今

后赤潮研究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

因此
,

要 围

绕
“

养殖
、

资源
、

环境
、

健康
” ,

有针对性地

突出重点地开展赤潮研究工作
,

防灾减灾
,

使

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

满足为海洋经济

建设服务的需要
。

有针对性
,

以增养殖区有容赤潮为研

究对象

赤潮研究要选择 以我国沿海典型增养殖



区的有害 有毒 赤潮为研究对象
,

并以有害

赤潮动力学和防治机理为研究内容
,

这不仅关

系到每年几亿元的经济利益
,

而且涉及到社会

安定和 国民健康
,

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

问题
。

同时
,

我国沿海典型增养殖区均位于经

济相对发达的内湾
、

河 口或近岸水域
,

由于这

些水域的地理位置
、

经济和人文社会活动的特

点
,

在海洋环境保护
、

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在各

海洋学科的基础与理论研究中都具有科学意

义和现实的经济意义
。

突出皿点
,

解决主要的关锥科学问题

这些主要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 有害

赤潮原种的识别
、

分离
、

培养和藻种库的建立

与完善 重要有毒赤潮藻藻毒素的分离
、

提纯
、

检测及有毒赤潮藻的产毒动力学与生态

毒理学研究 在沿海典型增养殖区有害赤

潮的生消过程中
,

其物理
、

化学和生物等诸多

因子各自与相互作用机理
,

以及在此基础上建

立描述典型增养殖区有害赤潮生消过程的模

型 沿海典型增养殖区有害赤潮发生的监

测与预测手段
,

物理
、

化学与生物的防治机理
,

以及高效和实用的专家系统的建立等等
。

通过

解决这些主要的关键科学问题
,

搞清楚我国沿

海典型增养殖区的有害有毒赤潮藻和其毒素

以及发生赤潮的动力学
。

联合攻关
,

提高综合研究能力和整体

研究水平

赤潮发生机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

赤

潮科学是近十几年随着赤潮灾害的 日益严重

和研究逐步深入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门需要

各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
、

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

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
。

我国的赤潮研究
,

特别

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中国东南

沿海赤潮发生机理的研究
,

虽然取得了令国际

同行所瞩目的研究成果
。

但我国以前的研究多

局限于生物学及生物海洋学方面
,

有关海洋环

境对赤潮发生的影响只有少量研究
,

而在预测

预报方面 目前只有少量工作
,

至于防治研究更

是鲜见
。

随着研究的深入 已经确认
,

赤潮现象

及其生消过程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
,

而是海洋

环境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

影响的过程
。

因此
,

要把赤潮研究引入国家防灾减灾的

工作内容
,

通过国家立项
,

各学科之间的协同

作战和联合攻关
,

对加强和发展我国有害赤潮

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填补关键空 白
,

强化

薄弱环节
,

尽快使我国有害赤潮研究的整体水

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都具有重大意义
。

瞄准前沿
,

与国际赤潮研究接轨

当前
,

国际上的赤潮研究显得更加活跃并

取得进一步发展
,

年代以来每年几乎召开

一次与赤潮研究有关的国际会议
,

年在

美国罗德岛州纽波特市举行 了第五届 国际赤

潮会议  年在德国召开了国际 海

洋富营养化及赤潮 研讨会  年在 日本召

开了第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年在法国

南特市召开了第六届国际有毒赤潮会议  

年在 日本仙台市召开了第七届国际有毒 浮游

植物大会等 参加会议的国家或地区增多
、

人

员增多
、

论文增多
,

研究工作也深入
,

取得了

重要进展
,

尤其在机理揭示方面
,

如发现抱囊

的作用
、

亚力山大藻  的发生机

理等
,

从历次会议的报告中
,

便可了解到赤潮

研究动态
。

最令人注目的是 年在法国会

议上报告的发生于新西兰海域的短裸 甲藻

勿 和发生于美国东海

岸的新甲藻 尸厂主  
‘
的赤潮事

件
,

这两种生物具有很强毒性
,

其发生使当地

居民多人中毒死亡
。

近年
,

赤潮研究水平日益提高
,

机理的揭

示有了很大进步
,

其中尤以有关环境因素作用

机理的研究数量最大
。

在各国赤潮的研究中以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和西班牙较为先进
。

加拿

大对赤潮毒素的研究国际领先
,

日本对赤潮藻

的分类水平居前
,

西班牙对赤潮藻的发生机理

有较深入的发现
,

美国则在赤潮藻的分子水平

研究上有较突出的结果
。

由于有毒赤潮危害性

大
,

国际上对赤潮研究逐渐集中在有毒赤潮方

面
。

主要有  生物毒素的研究
。

由于关系

人类健康
,

因而成为研究热点
,

主要研究产毒

藻株毒素的结构及其衍生物
、

化学特性和药物



学
,

海产品的内毒作用等
。

赤潮藻遗传学

研究
。

种类鉴定的分子探针技术研究
,

赤潮发

生的水动力学条件研究
,

海洋物理学与生物学

作用模型
,

抱囊生物学与生理生态等
。

赤

潮在食物链中的作用研究
。

在 贝类中毒物的积

累及代谢动力学
,

赤潮在海产养殖环境中发生

发展规律
,

海产 品在赤潮发生中的生理学反应

及赤潮藻对海产养殖生物致死机理等等
。

新技

术的应用和多学科的交叉
,

使这方面的研究向

微观化
、

分子化方向发展
。

借它山之石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

要通过请进来
、

派出去等方式
,

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或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与交流
。

借它山

之石
,

广集信息
、

拓宽思路和跟踪国际前沿
,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手段
,

深化研究内容
,

缩

短工作进度和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

提高我们的

科研成果
,

使我国的赤潮研究达到新的水平
。

我国 年成立了赤潮研究和管理的专家组

织— 赤潮工作组中国委员会
,

该委员会的建立
,

对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

流
,

与国际组织的工作计划协调一致
,

促使国

内外赤潮研究及防治工作的进展等均具有重

要作用
。

此外
,

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培养一支有献

身科学精神
、

工作踏实
、

有较高研究水平的跨

世纪赤潮研究队伍
,

在老一辈赤潮研究专家的

指导帮助下成长和提高
,

使我国的赤潮研究工

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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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留翻
场‘

日照港群 侯国本 主编 元

大鹏湾环境与赤潮的研究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等

·

元

南沙群岛及领近海区晚第四纪的微体生物与环境

中科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
·

元

论新亚欧大陆桥与苏北的振兴 张殿臣 元

中国海商法 陈宪明 何其荣编著 元

中国海带养殖若干间题 李宠基 著
·

元

中国南方红色风化壳 黄镇国等著 元

黄河三角洲近岸泥沙 藏启运等著 元
混凝土工程病害与修补加固

蒋元酮 韩素芳主编
·

元

鱼类学 曹启华编著 元

南极土壤及风化过程与环境

曹俊忠等译
·

元

渔业水域环境保护 陈达森著 元

工业水处理技术 冯敏主编 元

海洋管理与联合国 鲍基斯著 元

海港工程 严恺 主编 。。元

美国社会面面观—英文阅读
·

翻译
·

写作指南

何兆枢 等编著 元

微机绘图软件 使用手册

钱世铸编 元

少年儿童电脑入门 丁质中 张金主编 元

英汉同物异名词典 周清澈主编 元

计算机机房
、

空调与电源

刘春贵等编著

高等教育与高教期刊研究 夏顺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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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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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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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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