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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莱州湾海洋环境监测的思考
王广成 李茂启 隽云昌 刘国宁

一、莱州湾自然概况
莱州湾iV_于渤海南部，面积约8 000kanz，

约占渤海总面积的1／10。海岸线长400kin，

有黄河、小清河、潍河等10余条河流注入。

濒湾地级市有东营、潍坊、烟台3个及所辖的
9个县市区；由注入河流辐射到的有济南、青

岛、淄博、潍坊、德州、滨州、泰安、聊城、

东营9市及所辖的34个县市区。总辐射面积

达4．8万km2，总人口2 600万人(见图1)。

1．地质地貌

莱州湾呈弧形被东营、潍坊、烟台3市所
环抱，为水交换能力较差的半封闭型海湾。其

水深多在】5m内，底质以泥沙为主。地势属

凹陷型，由沿岸向深海缓延倾斜，形成了幅员

利，适宜发展水产养殖业和制盐业。

2．气象水文

莱州湾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

量集中，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沛，有利于水
生动植物生长。其冬季风强盛，夏季风较弱，

风向多为NW-N—NE，年平均风速在7．1 m／s

～7．5m／s。年降水量为400 mm～600mm，降水

多集中在6月～8月。水温受气温影响很大，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年结冰期90天～110天。

潮汐属不正规半日潮，潮流多为旋转流，最大
流速为1．5m／s。莱州湾属超浅型海湾，水色混

黄，透明度1m左右，盐度在12．7～33．5之间。

3．自然资源

图1莱州湾濒湾各市及注入河流辐射到的县市区示意图

广阔而平坦的潮间带和潮上带堆积平原。潮间

带坡比多在0．03％之间，宽3km～5km，底质

泥砂型，沉积物有机含量在0．18～0．23之间，

适宜贝类生长。潮上带堆积平原，底质粉砂
型，多被河流分隔，生物群落稀少。但引水便

莱州湾渔业资源丰富，历史上是山东近海

主要渔场和鱼虾蟹贝产卵场。分布洄游
的鱼虾蟹类有110余种，重要的经济类
品种有对虾、梭子蟹、鲈鱼、半滑舌鳎

等。分布滩涂的贝类资源有39种，重

要的经济类品种有毛蚶、文蛤、缢蛏、

牡蛎等。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不
同类型油气田60余个，石油地质储量
1 1．5亿t，天然气储量55亿rfl，。黄河

三角洲地区是我国著名的第二大油

田——胜利油田的所在地。海盐资源蕴
藏量排在全国前列，地下卤水储量为
100亿111s，平均浓度12。B6。有适合建

港的天然港湾、河口等。

二、莱州湾生态环境现状
1．海陆污染源

自20世纪70if-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农

业、海洋运输业、油气开采业等蓬勃兴起，污

染日趋严重，给莱州湾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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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其主要污染源有石油开采业、盐及盐

化212业、地处注入河流中上游的城市212业废水

和生活废水、船舶航运业、农业有害药物的广

泛使用、大面积海水养殖废水等六个7s面(见
图2)。

据调查，莱州湾现有各种类型排污口

(河)17处，年排人污水量2亿t余(见表

1)。排人污染物质量11万t，是山东省受纳各

种污染物等排放量最大的海域。受纳港口和船
舶年污水排海量2 157万t，其中港口接纳船

图2莱州湾生态环境受纳主要污染源示意图

舶污水量7．8万t，其他排海污物量10万t。
2．综合评价

莱州湾是山东省沿岸污染的重灾区。由图

2可以看出，由小清河辐射到的中上游各城市

212业废水、生活废水，地处莱州湾南岸的亚洲

最大纯碱厂——潍坊纯碱厂、全国三大盐场之

一——羊口盐场及星罗棋布的中小型盐场、溴
素厂废水，海水养殖废水，都全部注入该湾。
其主要特征是：

污染源面广量大。莱州湾每年受纳陆源污

水2亿t余，占山东省沿岸的1 1％；受纳海上
污染物质10万t余；养殖区面积最大，达3．3

万h_rrl2，占山东省的33．7％；海洋油井和石油

SF台均在莱州湾区域或临近海域，达1 0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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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

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水域中油类、重金

属和氮污染分别达到III、II、II级。沿岸水域
中细菌总数含量较高，经济生物栖息环境细菌

总质量较差。叶绿素a含量较高，海水富营养

化程度加重，导致赤潮频发。

沉积物与经济生物质量。沉积物中，磷、

硫化物、砷等对莱州湾生态环境已构成潜在威
胁，经济生物已不同程度地受到油类污染威

胁。

总之，莱州湾生态环境污染趋势日益恶

化，生物多样性面临重大威胁，导致生物种

群、分布数量不断减少，已有50余种主要经
济鱼虾贝类资源锐减或衰退，如大黄鱼、小黄

鱼、带鱼、鲅鱼、鲐鱼、墨鱼、黄姑鱼、银

鱼、褐虾等早已绝迹。水产品质量下降，如梭

鱼、半滑舌鳎等经济品种因长期生存在污染水

域使其肉质变异而不能食用，对消费者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并严重影响着滨
海旅游业、盐及盐化工业的持续发展。

三、开展莱州湾海洋环境监测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
莱州湾环境污染和人为破坏严重，与加入

WTO、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环湾各市社会经

济发展形成极不协调的局面，迫切需要进行整

治与修复。

1．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小康
社会建设，与国际化接轨的需要

环湾各市的主要市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占

有耕地仅有0．009hm：，而莱州湾自然资源丰

富，其中浅海、滩涂和滨海平原就占环湾各市

表1 莱州湾沿岸不同类型排污口数量与排污量

类 型 数 量 年排入污水量(万t)

独立排污口 3处 2 077

混合排污口 6处 834．86

排污河 8条 18 675．83

合 计 17 2l 5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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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的32．3％。在这片宝贵的蓝色国土上，

支撑着海洋渔业、盐及盐化工、油气开采等一
大批骨干产业。2002年环湾各市海洋增加值

达到167亿元，占环湾各市国民生产总值的

29．9％。但尚未开发的领域和潜力还相当大，
如地处黄河三角洲的东营市区、垦利县和河口

区，地表有333．3km：盐碱荒地亟待开发，黄
河每年还可造陆2lkm：。潍坊市和东营广饶县

的滨海地带，卤水存储量达100亿m3，总面

积在1 500 kl-n2以上。在卤水综合利用方面，

先进国家已生产出高附加值的盐化工产品100
余种，而位居全国前列的潍坊市尚未到30种。

利用好、开发好这些资源，作好内涵挖潜、外

延膨胀的文章，是环湾各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因此，本着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要求，开展莱州

湾海洋环境监测，对保障环湾经济持续发展、
综合利用资源，促进环湾各市加快现代化、国

际化进程，意义都十分重大。

2．实现三4"-菇c益相统一。全面提升海洋

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面对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三大
危机，世界各濒海国家都纷纷把发展经济的落

脚点放在了海洋开发利用上。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我国各濒海省市都把加快海洋经济建

设摆到重要位置，先后制定了建设“海上山

东”、“海上辽宁”等宏伟战略，形成了强劲的
‘群龙闹海”之势。但相对国际、国内海洋建

设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潮而言，海洋保障体系建
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莱州湾生态环境监

测保护工作基本上是空白。要实现海洋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关键是要做
好基础性工作，通过评价海洋环境质量，预测

海洋环境发展趋势，实施海洋环境监测管理任

务，为保护和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制定和执行

发展规划、环保法规、环保标准、环保防治对

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实现环保促建设，建
设带环保的要求，作好向蓝色国土全面提升海

洋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使莱州湾综合开发和生

态建设跨入全国的前列。

3．贯彻落实“两法”，深入开展依法行政
工作的需要

修改颁布后的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

《海域使用管理法》，对加强海洋环境管理与保
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法搞好海洋环境管

理与保护，必须从基础工作抓起。但就环湾各

市目前情况看，在装备上、手段上离工作需要
尚有很大距离。地处注入河流中上游的济南、

淄博等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年排放量均

以亿吨计，导致了莱州湾赤潮频发，水质污染

严重，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亿元。

但由于缺乏必需的监测手段，无法查到污染源

头，不能为依法整治提供准确的依据，致使许
多整治工作搁浅，污染问题依然日趋加重，已
成为保护莱州湾自然资源得到持续利用，促进

环湾各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抓

好莱州湾环境监测工作，是贯彻落实“两法”

的基础，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是摆在当前的一
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4．配合国家、省实施渤海环境综合整治

计划的需要
根据国家总体安排，近期将组织实施渤海

环境综合整治计划，山东省确定莱州湾作为试
点海域。从近20年来的情况看，20世纪80

年代莱州湾浮游生物、底栖I-4=物、潮间带生物

和游泳动物的种类多样性均明显高于90年代

末，为人类所喜爱的银鱼、刀鱼等优良品种居

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毛蚶资源，最高年产量达
7 Zi-t，为全国著名的三大毛蚶产地之一，现
已濒临绝迹；文蛤最高年产量达7 000t，是我

国重要的出口基地，现年产量已寥寥无几。因

此，尽快将莱州湾海洋环境监测开展起来，不

仅是配合国家、山东省实施渤海环境综合整治
计划的需要，也是发展环湾各市经济的需要。

四、开展莱州湾海洋环境监测的总体设想

和对策

为适应国家大规模、全方位开发利用海

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开展莱州湾
海洋环境监测的总体设想是，应以经济建设、

海洋管理、人民生活、国家安全为中心，以为

综合整治海洋环境污染提供法律依据为己任，

以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为重点，

本着立足现实、优化配置、由易到难的要求，
大力抓好监测队伍和监测手段建设，坚持点面

结合、常规与应急结合、专题与跟踪结合，研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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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探讨自动监测高新技术，逐步将海洋环境监

测工作纳入正规化、技术化、专业化轨道。围

绕总体设想，开展莱州湾海洋环境监测应分三

步走：

第一步，利用2003年-2004年两年的时
间，以现有水产科研和已建成的海洋环境监测

机构为基础，本着以科研带监测，以监测促科

研，科研监测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共同提高

的要求，抓紧监测队伍建设和基本设施、仪器
配备工作，熟练掌握环境监测程序，结合莱州

湾环境现状，制定出操作性强、科学性高的监

测工作实施方案和《莱州湾生态环境监测指标

体系》，选择3-5个监测试点区(见图3)，边

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将日常工作全面

开展起来。通过工作，广造舆论，大做宣传，
增强全社会对搞好莱州湾环境监测工作重要意

义的认识，赢得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为依

法管理海洋环境，逐步实现莱州湾自然资源可

持续利用打好基础。
第二步，利用2005年-2006年两年的n-j-

间，健全市县两级监测机构，根据监测工作规

划和实施方案，采取点面结合、常规与应急结

合的办法，在莱州湾区域内设立常规监测点

(见图3)，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的监测网

图3莱州湾监测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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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通过常规和应急监测，一方面掌握水域污
染源分布变化规律、污染动态和环境容量，积

累各类水域监测数据，发布有关污染的警报和

预报，揭示污染危害程度。另一方面围绕监测

是执法前提的要求，及时为国家和地方海洋主
管部门进行莱州湾环境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及评价资料，为查处污染事件提供准确充分

的证据材料。

第三步，利用2007年-2010年4年的日,-j-

间，充分发挥环湾海洋环境监测网络的作用，

坚持“用一上二考虑三”的战略，瞄准监测技
术的世界发展方向，开通国际国内交流渠道，

研究探讨自动监测等高新技术(见图3)，常

规与应急、专题与跟踪监测工作全面展开，建

立健全监测数据及污染分类技术档案，搞好科

技界、应用者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合作，逐步形

成专业化运行的莱州湾环境监测系统，担负起
评价海洋环境质量，预测海洋环境发展趋势，

实施海洋环境监测管理的任务，为保护和合理

开发利用莱州湾自然资源，制定和执行海洋环
保法规、标准，实施环境污染防治对策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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