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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预防赤潮发生 洗涤剂禁磷刻不容缓

杨瑾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近海污染也

在不断的加剧．对海洋经济危害最大的是海洋

赤潮。据{200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报道：

：2001年近岸海域主要受到活性磷酸盐和无机

氮影响。中国海域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发生时
间提前，主要赤潮生物种类增多，总次数和累

计影响均比上年有大幅度增加。全国海域共发

生赤潮77次，累计面积达15 000km：余，比

上年增加49次，增加面积达5 000kmz。赤潮

频发海域多为无机氮和磷酸盐污染较严重的海

域。大面积赤潮主要集中在东海、渤海和黄海
海域。

一、洗涤剂中磷酸盐对赤潮产生的影响

洗涤剂包括洗衣粉、金属清洗剂、油污清

洗剂、果蔬洗涤剂等，它们既是人们生活的日

用品，也是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必需品。我国近

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洗涤剂的生产量已
达到400万t／年，并以每年平均3．4％的速度

递增。洗涤剂的种类较多，如人们经常使用的

洗衣粉、餐具清洗剂、卫生间洗涤剂、果蔬洗

涤剂、金属洗涤剂、油污洗涤剂等。三聚磷酸

钠是生产洗涤剂的基本原料，也称作洗涤剂的

助洗剂，根据各种洗涤剂的功能不同它在洗涤

剂中所占的含量也不同，一般在20％～40％

之间。有的发达国家的高磷洗涤剂三聚磷酸钠

的含量可占到50％～60％。在我国目前每年

生产的洗涤剂中约需60万～70万t三聚磷酸

钠。而这些含磷废水大都流人了江、河、湖、

海。根据地区环境的不同约占排入总磷量的

20％～60％不等，导致了水域水质含磷量严重

超标，水质富营养化。

水藻是水中的隐花植物，没有根、茎、叶

的区分，由单一细胞或多细胞组成。它用细胞
分裂、孢子或两个配子体相结合进行繁殖．在

许可的条件下其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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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藻、蓝藻等。它同陆地上的植物一样。氮、
磷、钾是它们生长的基本元素。当水中的氮、

磷、钾超过一定含量即为水质的富营养化．则

导致水藻因养分过足而迅速生长繁殖。并且一
方面生长繁殖，一方面死亡，使清澈碧绿的水

质变得混浊不堪，而在海洋中死亡的藻类在海

面上星暗红色，故称之为赤潮。而在淡水中则

称藻华。

二、赤潮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及人类的
危害

赤潮的产生不仅破坏了水域环境，更给水

中各种生物带来灭顶之灾。当水中藻类繁殖到

一定密度，鱼在呼吸过程中吸人大量的水藻，

会将其鱼鳃黏住，使其呼吸困难，最终窒息而

死；赤潮的发生污染了海洋水域环境，成为各

种病毒、病菌挚生的温床，使得海洋生物因病

大量死亡；死亡的生物尸体在腐烂分解过程又
需消耗大量的氧，使水中的溶氧置降低，这样

又使更多的水中生物园缺氧窒息而死⋯·一。赤

潮的发生给海洋带来的危害是灾难性的，被海

洋专家称之为“海上赤魔”。

据我国著名的海洋环境专家——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袁有宪教授介绍：海洋环境恶化已

经成为制约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问

题，同时也成为阻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海洋污染导致的海洋环境恶化状况更是

令人担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海域发生的突

发性污染事故平均每年为60起～80起，每起

可造成经济损失达1亿元～l_5亿元；养殖水

域和天然渔业水域长期受到污染，每年黄渤海

区海洋生物损失量为24万t，经济损失8．5亿

元，如果考虑南海区的情况则损失更大。赤潮

造成的损失逐年增加，1998年发生在香港近

岸水域的赤潮。造成生物损失约3亿元，珠江

口水域的赤潮面积2 000km：造成的损失约0．6

   



亿元．发生在渤海的赤潮造成的损失约5亿

元。截至1999年9月，渤海的主要产卵场均

发生过大面积赤潮，其中1999年7月13日渤

海鲅鱼圈、营口至葫芦岛之间海域发生我国有

记载以来面积最大。达6 300kin2的赤潮，至

21日赤潮退去，但时隔不足10日，渤海又发
生特大面积赤潮。黄海的青岛海域、南海的珠

江口海域均发生过大面积赤湖，造成海洋生物

的经济损失10亿元以上。此外。因近海养殖

区环境质量恶化及灾害性气候的出现，1997
年～1998年浅海贝类养殖损失巨大，仅山东、

辽宁、河北的养殖扇贝年经济损失达30亿元。

据初步估算，每年海洋污染给我国生物资源造

成的损失就达100亿元。更令人担忧的是，经

济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和育肥场环境恶

化，海洋生物资源得不到补充。再加上一些无

序的围垦、填海、筑坝行为使天然渔场及涸游

通道生态环境遭破坏，传统的产卵场、育肥场

功能萎缩或消失，一些珍贵鱼种绝迹。在沿
海．河口、浅滩和内湾已不同程度地变成了纳

污场，底质变劣，水体环境质量恶化．赤潮频

发。 ．

我国近海的重要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被污

染面积达80％以上，其中渤海的产卵场污染

面积达100％，黄海达70％2E右．东海达80％

以上。南海达60％左右。尤其是渤海的莱州

湾和黄河口水域、辽东湾和渤海湾的产卵场，

渤海、黄海、东海北部的重要生物资源的

40％在这里产生，但这三个海域是目前我国近

海污染最严重的水域。还有长江口水域和杭州

湾是舟山渔场重要鱼虾类的产卵场．也是目前

污染严重的水域。贤源调查显示，1982年
～1983年渤海鱼类为85种，1992年一1993年

下降为74种。渤海的对虾久负盛名，产卵场

主要在渤海菜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随着这

三个海湾污染的加剧，资源严重衰退，自

1997年以来产量不足500t，1979年为4万t

余。20年间下降了90％。渤海湾歧口附近潮

下带的毛蚶资源，20世纪70年代的可捕量为

20万t，现在已不见踪影；锦州湾和莱州湾所
产的毛蚶70年代在渔港上堆积如山，而现在

的产量却少得可怜。而束被污染致死的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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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质量也在下降，这将严重损害人民的生命

健康。另据海洋专家多年研究调查报道，赤潮

的频发．不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人

类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在4 000余种海

洋浮游微藻中有260余种能形成赤潮，其中

70余种能产生毒索，如棕囊藻、冈比亚藻、

短裸甲藻等。人类若是食用了被这砦水藻污染

的鱼、虾、贝类等．会产生致癌、中毒．严重

的可导致死亡。我国已发生的有毒藻中毒事件

中有1 800人中毒。至少造成30人死亡。所

以，海洋环境保护必须引起我们全民族的高度

重视。

三、洗涤剂禁磷是防止赤湘发生的有效措

施

生命周期理论是近年来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含磷和氮的化台物
过多排入水体，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引起

藻类大量繁殖，过多地消耗了水中的氧，使鱼
类、浮游生物缺氧死亡。它们的尸体腐烂又造

成水质污染。氮、磷的过量排放是水质寓营养

化的主体，它的生长速度直接影响水质的状

态。在合适的光照、温度和充分具备营养物质

的条件下。藻类光台作用的总反应式为：

106C02+16N鸥州po净18H*+能量+微量元
素一cⅢ坞≈oll科一。+13802(藻类原生质)。

根据Leibig最小定理。植物的生长取决予外
界供给它们的养分中最少的奠种。从藻类原生

质C1毋k01。抖l一-可以藿踏≯生产lkg藻类需
要消耗碳3589、氧4968、氯639、磷99．磷
是最小限制因素，因而就是导致富营养化的决

定因素。要想控制水体富营养化，必须以禁磷

来降低水中磷的负荷。

据海洋环境专家多年来对水质监测总结得

出：在正常的海水中。水中氮磷比应为16：1

以内，当达到这个比例且氮、磷浓度增加时再

加上外界的一些原因，如气温升高等，各类水
藻就开始迅速繁殖，并邂步出现赤潮现象。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排放的粪便、剩菜剩
饭和畜禽粪便以及工业污水等便是有机肥料，

含有大量的氮。它们随着污水直接排放到江河

湖海。使水中的氮含量增加。而磷的来源主要

是农田中被雨水冲走的磷肥，与磷化工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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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水及含磷洗涤剂废水，其中含三聚磷酸

钠的洗涤剂废水排放磷量最高。我国每年约有

60万t三聚磷酸钠的洗涤废水排放入了江河湖

海。根据地区环境的不同约占排入总磷量的

60％～20％之间不等，已太大超过水自身降解

氮、磷的能力。

关于磷酸盐污染的防治问题有两种解决办

法，一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建三级污水处理

厂，二是洗涤剂禁止使用三聚磷酸钠，即禁

磷。哪种方法更合适至今仍有争议。

解决水质富营养化问题，建立污水处理厂

也很难解决磷的排放污染。一方面，我们这样

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普遍实行起

来很难，巨大的投资、配套的管网群及营运费

用等，不是像我们这个经济上正处于发展中国

家所能承担得起的；另一方面，污水中的磷元

素是以多种化合价磷酸根的形式存在，要想将

其还原成磷单质或转变成沉淀的磷酸盐从污水

中清除出去是很困难的事。 ，

排人江河湖海的氮和磷导致了水质富营养

化。含磷洗涤剂的洗涤污水排放，是水域中磷

酸盐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含磷洗涤剂，即洗涤荆禁磷，那么至少可

控制住洗涤剂污水中磷酸盐对水域环境的污

染。从污染的源头扼制住污染物，也是在目前

条件下相对简单、易行的环保措施。因此，洗

涤剂禁磷可以以较少的投资，在最大程度上、

最短时间内减少水域水质的磷负荷，使水域富

营养化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水中的氮、磷含量达到一定浓度比例时，
再加上气候温度升高等因素是赤潮发生的原

因。因此，应有效地控制排人的氮、磷才能有

效地防止赤潮或藻华的发生。而氮的来源非常

广泛，不易控制。磷的来源相对集中，所以我

们认为：洗涤剂禁磷是一种相对简单且行之有
效的办法。而只有政府等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

禁磷，才能使禁磷得到长期、有效的保障。我

国的有关环保专家也在呼吁：应从污染源头扼

制住污染物，洗涤剂本为洁来当洁去。

多年来江苏省的太湖水质一直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在江苏省全面禁磷之前，太湖流域就

已开始了禁磷。洗涤剂中磷酸盐对太湖水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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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化的贡献有多大?2002年洗涤剂行业的

主管部门委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完成了太湖地区禁磷措施效果评估研究报

告。经评估研究表明，太湖流域洗涤剂排磷占

人湖总量负荷的比例为16．1％，是太湖第二大

磷贡献源。至此江苏省做出了于2003年7月

1日省内全面禁磷的决定。

新闻背景详见表1、表2。

裹1全圜限磷、禁磷地区实施时间

国外发达国家解决磷酸盐污染即水质富营

养化问题，通常是以国家或地方立法的形式使

生产使用的洗涤剂限、禁磷，有的国家限、禁

磷已有20年的历史。如日本、韩国97％的洗

涤剂不合磷，“无磷洗涤剂”已成为洗涤用品

的一句广告语。美国42％以上的地区禁磷，预
计几年内会扩展到87％。

四、在我国有江河湖海的人口密集地区洗

涤剂都必须禁磷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密

集，其各水域的磷污染也在不断加重，造成富

营养化赤潮的问题极其严重。据近年的《中国

环境状况公报》报道：2001年共发生赤潮77

次，累计面积15 000km：。其中。东海发生赤

潮34次，属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近海水域；

   



海洋开崖与管理

裹2西欧、北欧限磷情况

国家名称 洗涤剂中含磷极限(％) 生效日j明 措 施

联邦德国 5．5 1984．11 立法

芬兰 1 0 1970 行业规定

意大利 2 5 1986-07-01 立法

荷兰 3．5 1983-01．03 行业规定

挪威 3．0 1986-0I-叭 立法

奥地利 6 5 1985-01-01 立法

瑞典0 1970 行业规定

瑞士0 1986-07．01 立法

其次是黄、渤海，发生赤潮28次。赤潮的发

生次数、面积和累计影响比2000年有大幅度

增加。2002年全国共发生赤潮79次，累计面

积超过10 000kin2。其中，东海发生赤潮51

次；其次是黄、渤海，发生赤潮17次。而且

发生的特点是时间早、跨度长、区域集中、有

毒赤潮次数增多、大面积赤潮集中发生在长江

人海口及浙江、福建近岸等地。

由这些数字中可看出，由于2003年环渤

海各省全面实施了禁用含磷洗涤用品计划，禁

磷以来水中的活性磷酸盐有所下降，其中大连

市自从1999年9月1日禁磷后，每年少向近

海排磷550t，对于快速有效地控制近岸海域海

水富营养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渤海未发生大

面积的赤潮。然而据考察在长江人海口的大城

市上海等地区仍在使用各种含磷洗涤用品，其

大量的台磷洗涤废水流人了东海海域，导致了

东海海域水质富营养化。从而成为我国近海赤

潮泛滥重灾区。因此我们提出：在我国洗涤荆

的禁磷虽然不能搞‘‘一刀切”，但在有江河湖

海的人口密集地区都必须藜磷。在西北等人口

稀疏、内湖很少、土地贫瘠的地区则不必禁

磷。洗涤剂禁磷刻不容缓，而—个地区环保工

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政府和企业领导

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日

常工作中严格贯彻执行，把环保工作做到实

处。这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关键。

科学在不断进步，新的产品、性能更优越

的产品也在不断开发生产，需要推广使用。因

此在洗涤剂禁磷的同时。国内的日化科研部

门、洗涤剂行业主管部门也要以国家禁磷大局

利益为重。积极宣传倡导。推广无磷洗涤剂。

并根据国内实情，结合新型无磷助洗剂及无磷

洗涤剂的特点，组织制定出相应的、科学合理

的无磷洗涤剂标准。而且这项工作要做在前

面，为新型无磷洗涤剂的开发、生产、使用尽

早开“绿灯”．充分发挥行业及主管部门的职

能、职权优势。为禁磷尽到职责。生产洗涤剂
的企业也应该看清国家禁磷的发展趋势，以市

场为导向积极转产、改变配方工艺，生产出无

磷洗涤剂，以满足市场僻要。这也是确保禁磷

大局不受影响的有效措施。

五、墙柬语

我国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但海洋环境的

污染、退化巳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

快道、稳定的发晨”。人们期待着圈富民强的

同时，更渴望着还我们的江河湖海一个‘猎
白”。愿我们的备行各业、各部门都能以国家

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以人类赖以生存

的环境、资源为重，积极行动起来，在有江河
湖海的人口密集地区都全面禁磷的同时还要为

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洗涤产品，以保护我

们海洋水域环境。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清

澈洁净的海洋。

(作者单位山东省海洋经济研宛中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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