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淄洋环境问题
与管理对策分橱

刘 康1 姜国建2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海

洋资源、广阔的海洋空间和巨大的海洋开发潜

力。2004年山东海洋经济总产值2 130．2亿元，

水产品总产量718．2万t，对山东国民经济，尤

其是沿海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但海洋环境

问题日渐突出，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海岸带环境

质量下降，近海海域污染时有发生，已对“海上

山东”建设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山东海洋环境概况

近年来，山东近海海洋环境总体状况尚好，

海洋环境进一步恶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但形势不容乐观。2004年，山东近岸海域主要以

清洁和较清洁海域为主，但中度和重度污染海域

面积已超过3 000 km2。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沿

海城市城区近岸海域和山东北部沿岸，尤其是黄

河口、莱州湾及邻近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海域面

积扩大，自滨州至烟台近岸大部分海域为超二类

水质，已不适合海水养殖业发展；滨州大部分近

岸海域为严重污染海域，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在山东东部及南部地区，

除胶州湾等局部海域外，其他海域海水环境质量

尚好，主要以清洁和较清洁海水为主，水环境污

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根据监测结果，山东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总

体状况较好。部分养殖区和城市近岸海域沉积物

受到污染，除日照、滨州和东营外，山东沿海其他

4地市都有局部海域沉积物超标。受陆源排污影

响，山东沿海大部分人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呈

污染状态，其邻近海域的多项环境因素超标，底

栖生物分布种类和数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

已对邻近的增养殖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等海洋功

能区造成严重影响。

山东近岸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恶化，海洋生物

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其他大部分海

域保持原状，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无明显下降的趋

势，但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系统的生态调查

数据，目前尚难以对山东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

作出客观的评价。2004年，对莱州湾生态监控区

和黄河口生态监控区的监测结果显示：莱州湾和

黄河口生态系统均处在不健康状态，近岸海域富

营养化严重，各种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

常，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生境丧失或改变等。

二、山东海洋环境问题分析

1．近岸海域污染日趋严重，范围不断扩大

由于陆源污染物的不断增加，使得山东近岸

海域的污染日趋严重，范围不断扩大。2004年山

东近岸海域虽然仍主要以清洁和较清洁海域为

主，但局部海域污染加剧。全海域未达清洁海域

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l 423 km2，其中不适于养殖

和海上娱乐的超二类海域面积达到12 58l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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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法利用的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达到1 753 km2，

远超出2001年的水平。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海

域由原来的徒骇河、小清河和大沽河等局部河口

湾海域扩展到整个滨州、东营黄河口和莱州湾西

南部近岸海域。另外，烟台市、威海市城区海域

污染有加重的趋势，整个山东北部沿岸海域处于

轻度污染状态，对沿海养殖业产生了显著影响。

由于海水污染造成的赤潮频发，养殖病害突出，

养殖水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明显。根据2004年

《山东海洋环境公报》显示：全省海域发生赤潮

次数与面积较2003年明显增加，累计赤潮面积

达3 230 km2，仅在烟台四十里湾监控区就发生

赤潮4次；山东近岸海域总汞、砷、镉和石油烃

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较高，部分贝类受到大肠

菌群的污染，存在超二类标准现象；莱州湾及胶

州湾大部分近岸海域已达不到养殖功能区标准。

2．近海生境质量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由于过度捕捞和渔业生境的破坏，山东近海

渔业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衰退，渤海海

域渔业资源衰退尤其严重，尤其是在黄河口近海一

和莱州湾海域。根据2003年对黄河口生态监控

区的调查显示：黄河口近海海域60％以上海域无

机氮浓度达到或超过四类标准。大型底栖动物平

均生物量为7．7 g／m2，平均密度为160个／m2，

生物群落平均多样性指数为2．6l，处于亚健康

状态。黄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鱼卵、仔鱼种类

少、密度低，平均每百立方米海水中仅有数个鱼

卵和仔鱼，生物量严重不足，黄河口近海经济生

物产卵场已基本丧失。

5．滨海养殖环境恶化，养殖污染显著增加

随着山东近海海水养殖规模的扩大，尤其是

近年来高密度集约化、工厂化养殖，以及近海网

箱养殖的快速发展，沿海大面积的滩涂和近海水

域被用于海水养殖，很多地方养殖强度已经超过

了滨海环境的承受能力。由于大量的有机饵料被

投放到养殖水体中，其中大部分的氮和磷成分不

能被养殖生物利用，最终被排放到海水中。大量

的饵料残余、养殖生物排放的代谢产物和粪便等

引起养殖水域海水中氮、磷以及COD等含量增

高，使周边水域出现富营养化现象；同时形成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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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有机物沉积，造成局部缺氧或引发赤潮，严重

影响养殖海域环境质量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另

外，海水养殖中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对海洋生物

群落，尤其是对海洋微生物群落产生了影响。

2002年，山东省对虾养殖面积6万hm2余，

排放养殖废水50．4亿m3，其中含有氮504 t、磷

50．4 t、COD 10 080 t，占黄渤海总量的42．1％；

鱼类养殖产量70 862 t，氮1 010 t、磷182 t、

COD 2 453 t，占黄渤海总量的48．5％；贝类养殖

排放氮796 t，磷129 t，占黄渤海总量的30．3％。

养殖污染已成为山东沿海海水养殖密集区海水

富营养化和赤潮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4．海洋开发秩序混乱，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

作为“海上山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洋油气开发、海上运输及港口建设、海水养殖业

和滨海旅游开发等海洋产业类型作为山东海洋

经济发展重点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同时却忽略了产业

发展本身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海上油气勘探和生产活动对海底生境和海

水质量的影响逐渐显现。除了钻探排污外，溢油

事件也时有发生，对海洋环境具有长期的影响；

随着港口运输业和港口建设的迅速发展，海上排

污已成为港口周边海域海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各

类运输与渔业船舶直接排污，包括生活污水、压

舱水及生活垃圾等对海洋的污染也有增加的趋

势。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沿海地区的5万艘机

动渔船，每年排放的130万t机舱污水中，就含

油2 300 t。

沿海大规模的海水养殖开发缺乏一定的规

划和调控，无序无度的发展已对养殖海域和海岸

带环境造成相当的破坏；滨海旅游的间接影响也

开始显现，尤其是滨海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规

划，对海岸带环境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而随着

海上娱乐活动的大规模开展，如海上巡航、海上

垂钓、帆船帆板、摩托艇及潜水活动等，对海洋环

境的影响，尤其是对近海海洋生境的影响将是非

常明显的，这已在其他国家得到了验证。另外，

沿海围海造田和岸滩砂石开采等缺乏科学规划

   



和管理，破坏了海水动力与岸滩的平衡，引起岸

滩侵蚀；沿海地区长期超采地下水，造成海水入

侵和沿岸土地不同程度盐碱化。

5．管理制度落后，缺乏综合的海洋环境管理

体制

目前，涉及海洋环境管理的机构包括环保

局、海洋与渔业局、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山东

海监总队、海事局以及海军等多家机构，分属不

同的主管部门，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不同区

域和类型的海洋活动进行管理和监控。由于缺乏

整体的协调和管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战，难以

形成合力。如海岸带地区陆域污染与海域污染分

属环保局和海洋与渔业局管辖，相互缺乏合作，

对入海污染物和海洋环境破坏活动的控制严重

不足，造成大量陆源污染物入海。

海域管理主要集中在近海海域污染的监控

和管理上，以工业和大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

监控为中心，缺乏对非点源污染、大气污染和海

洋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和保护；对工业、种植

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对海域的污染没有深

入的研究和了解，对近岸海域生态纳污能力和机

理缺乏科学的认识，难以实现科学的海洋污染控

制和管理。政府对海洋环境控制和管理投入不

足，管理机构人员短缺和监测设备的落后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环境的有效管理。海洋环境保

护意识的欠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欠缺，惟经

济发展为上，对生态系统管理概念的认识不足是

造成目前山东沿岸海洋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山东海洋环境管理原则

1．综合管理原则

由于海洋污染多数来自于陆域污染，海洋环

境保护不仅涉及到海域环境管理，也涉及到陆域

环境管理，尤其是包括整个流域的环境管理，是

一个区域性的环境管理问题。而海水的流动性则

决定了海洋污染管理的动态性和地区合作性，任

何一个单一的部门和地区政府都难以实现对海

洋环境的根本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要结合海洋

资源开发同时进行，在开发的同时进行环境规划

沿海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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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实现海洋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因此，对海洋环境的综合管理是海岸带综合管理

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预防性管理原则

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和深入的科学研究，故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机理缺乏科学的认识，海洋

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及人类的影响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再加上海洋污染的复杂性以及各种海

洋环境管理措施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尽管在目

前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下，现有的很多海洋污

染物并未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造成显著的不

良影响，但长期的潜在影响却是不可预见的，各

种海洋生物群落对海洋生境变化的适应和进化

也是难以预期的。因此采取谨慎原则，通过对各

种海洋开发活动及对海洋环境有影响的开发活

动进行科学评价，对一些没有明确答案的环境影

响采取预防性管理措施，以避免决策失误给海洋

环境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不可挽回的损

失。

5．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海洋开发活动和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

具有累积效应，对单一海洋开发活动和海洋污染

类型的管理缺乏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考虑，难

免造成整个管理行动的顾此失彼，从整体上给海

洋生态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经济

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管理方式在自

然、社会和经济宏观领域设定整体性综合管理目

标，通过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管理来实现系统

稳定性和生产力的最大化。产业利益和行业目

标，以及部门利益和个体目标不应制约整个海洋

环境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应从整体出发，以

海洋环境多样性保护为出发点，以海洋生态系统

的健康为目标，贯彻生态系统管理原则，从宏观

上实现海洋环境的良性发展。

四、山东海洋环境管理对策建议

1．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协调沿海经济发展

与海洋环境保护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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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实现临海经济、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

调发展。尽快制定《山东省海岸带综合管理条

例》，加大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投

入力度，科学评估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和海洋环境

承载力指标，提出海洋资源开发重点领域和海洋

环境管理优先顺序，制定科学的海洋资源开发和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因地制宜地完善海岸带功能区划，严格控制

海岸带各种生产性开发活动，加强对海上及海岸

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及监测管理。优先发展科技

含量高、污染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充

分利用环境友好技术和清浩生产技术，有效地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建立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区，

强化海岸带综合管理，控制沿海土地的破坏性开

发，减少沿海开发活动造成的海岸侵蚀及生境破

坏。保护海水浴场、重要渔业水域和海水综合利

用取水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重要区域，强化海上

污染管理，联合各涉海管理部门，建立海上污染

应急反应机制。

2．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陆源污

染

完善沿海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三废的处理

设施建设，提高污染物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

大幅度减少各种污染物的入海量。在有条件的大

城市城区，尽快实现污水的三级处理后循环利

用；没有条件或基础设施不达标的城区也要尽快

实现污水的二级处理或深海集中排放；严格控制

大气和固体污染，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后处理设

施，显著降低大气污染排放量，有效减少固体垃

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启动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工程，完善农业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

构，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减少农业废物；

开展生态农业工程及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完成

一批对改善生态农业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工程；开

发生物控制技术，推广生物农药，控制化学农药

和生物激素的使用量，显著降低农药的环境残

余；推动集约化畜牧业养殖工程，提高有机废物

的综合利用率；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和工厂化养殖

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有机废物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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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向海排放总量；开展水土保持及小流域综合整

治示范工程，防止大量的有机污染物和有毒废物

通过水土流失进入海洋造成污染。在沿岸重点海

域设定海岸带隔离区和保护区，保护及恢复沿海

湿地、渴湖生态系统和海岸带防护林体系，维护

海岸带的生态完整性。

5．完善海洋保护区建设，恢复海洋生态环境

采取积极措施，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在现有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基础上，扩大海洋保护

区数量，增加海洋保护区面积。根据山东近海海

洋环境特点和生物地理分布进行典型海区生态

环境地理区划，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岛屿、海域或

海岸带区域选划不同形式的海洋保护区，建立山

东海洋保护区代表系统。重点对山东沿海主要的

经济生物资源、珍稀海洋动植物、典型的海岸地

质景观和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尤其是对重点

河口、海湾和湿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保护。通过

设定保护区范围，控制进入及各种开发活动，限

制排污等措施，保护和恢复已经退化或近于崩溃

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

推动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建设，从海洋生

态系统管理出发，控制海洋捕捞和养殖规模，强

化沿海滩涂植被保护，恢复沿海防护林，积极保

护和恢复滨海湿地；保护近海岛屿、海湾、渴湖、

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维持其基本生态功

能；推进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对重要的海洋生

物繁殖地和栖息地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恢复

海洋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生产力；依靠科技创

新，运用生物环境修复技术，修复遭受严重污染

破坏的近海海域生境，恢复其海洋生态功能健

康。

4．实施生态渔业工程，保护和恢复近海渔业

资源

积极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渔业布

局，推动近海生态渔区建设。完善禁渔区一期、

捕捞许可证、渔具限制等管理措施，严格控制近

海捕捞强度，保护近海渔业资源；实施海洋农牧

化工程，通过投放人工鱼礁、营造海洋牧场等措

施改善近海海洋生态质量，改善海洋生境；扩大

人工增殖放流品种和数量，加速恢复近海渔业资

   



源，增加渔业资源量。大力发展以潜水、垂钓、赶

海观光和体验渔家风情的休闲渔业，带动渔民的

转产转业。

建立近海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渔业

工程，积极恢复近海渔业生物的产卵场和育幼

场，保持其栖息地海洋环境条件的稳定和改善。

调整捕捞结构，保持海洋生物种群食物链结构的

完整性和稳定性，保护海洋经济生物脆弱的生命

周期，保证渔业种群的有效补充，从而最终实现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5．完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提升海洋监测能
：

力

配合国家“908”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计划，

围绕重点海域海洋环境承载力和海洋资源可开

发量评价进行全面系统的近海综合调查，全面掌

握山东近海海洋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经济状

况指标，为山东海洋环境监测提供评价基线数

据。开展相关海洋监测和海洋调查技术研究，通

过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

的海洋环境调查和监测技术，为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充分发挥国家和山东各级海洋监测部门和

科研力量的优势，密切合作，建立和完善山东近

海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实现海陆同步监督、协同

管理。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的投入力度，对现有

观测台站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地方的海洋环境监

测能力；在重点排污口、河口湾、港口、养殖区等

重点污染控制区建立区域性海洋观测网，为科学

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

建立山东近海海洋环境信息管理及决策支

持系统，实现各级政府及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

享，将包括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开发决策、海洋

污染源管理、海洋监测、海洋灾害及应急监测系

统等内容在内的海洋环境信息和数据纳入统一

的信息网络，使政府主管部门、海洋环境管理部

门、各涉海用户及公众及时了解和掌握所关心的

海域环境质量状况、变化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及各级部门的主要管理对策等，为海洋开发决

策、海洋环境管理和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科

学依据。

一～，～避暑熏毒燃意⋯⋯*：0cea稿

6．海洋意识普及与公众参与

加强对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法律、法规教

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开展海洋环境知识普及；

鼓励和支持公众和企业参与海洋环境保护行动，

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志愿者队伍，对涉

及公众切身利益或公众关注的海域开展志愿监

测行动，以弥补专业监测网络的不足；开展形式

多样的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环境维护公益活动，

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和参与度；采取鼓励政策，

推动海洋环境保护民间社团建设，并通过赞助和

募捐的方式设立海洋环境保护基金，对有突出贡

献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奖励。建立定期的区域海洋

环境质量状况信息发布制度，为公众和民间团体

提供参与和监督海洋环境保护的信息渠道与反

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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