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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近岸海域水质变化趋势与成因浅析


崔彩霞，盛建明，花卫华，袁广旺，矫新明，张晓昱
（江苏省海涂研究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６）

　　摘　　　要：近年来，江苏省对可能影响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的相关区域实施了全面监

测。文章首先指出了江苏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现状，进而依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连续５年所取

得的大量监测数据，详细分析了江苏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主要污染物指标变化趋势。提出了

造成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污染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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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我国沿海经济带的中部，

海岸带纬度是３１°３３′Ｎ—３５°０７′Ｎ。海岸线北起

苏鲁交界的锈针河口，南抵长江北口，包括连

云港、盐城和南通３市，海岸线长达９５４ｋｍ，

领海面积３．２万 ｋｍ２，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３１．６％。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经济社会发展

和海洋产业化进程的加速，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呈下降趋势，各类水污染事故以及赤潮的发生

频率上升，海域水环境质量明显下降，尤其是

近海水域，像河口、海湾、陆架以及边缘沿海，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１　江苏省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现状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对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建设区、旅游娱乐区、海洋保护区、

特殊利用区实施了全面监测，近岸海域共设立

各类监测站位６７４个，监测项目覆盖水文、气

象、海水、沉积物、生物、生态等六大领域［１］，

获得各类监测数据４万余个。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２－３］，江苏近岸海域符合

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面积约１２０５４ｋｍ２，

符合三类、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别

为３６２０ｋｍ２、７４５５ｋｍ２，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的海域主要集中在绣针河口以南至羊山岛、灌

河口、扁担河口以南至方塘河口、如泰运河口

以南至长江口等沿岸海域，主要超标物为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等营养盐物质。海洋功能区部

分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但旅游娱乐区、海洋

倾倒区海域环境质量均符合功能区要求，站位

达标率为１００％。实施监测的１４个陆源入海排

污口中，６９．６％的排污口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

排放现象，主要超标污染物 （或指标）为化学

需氧量、悬浮物、生化需氧量和氨氮等。由于

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入海，对排污口邻

近海域环境影响依然严重。

２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４－６］

２１　无机氮含量变化趋势

监测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江苏近岸海域

水质无机氮含量总体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２０１２年无机氮含量明显升高，总体符合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站位超标率为 ６３．５％。其中，

２０１２年连云港海域水质与２０１１年相比上升趋势

较为明显，总体符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站位

超标率为４６．２％。盐城海域无机氮含量一直在

高位运行，自２０１０年开始上升趋势比较明显，

由总体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到２０１１年总体符

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１２年总体变为劣四类

海水水质，站位超标率为７４．０％。南通海域在

２００８年曾为三类海水水质标准，至２０１１年前水

质连续改善，达到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但２０１２

年无机氮含量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总体符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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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海水水质标准，站位超标率为６２．３％。变化

趋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近岸海域水质无机氮

含量变化趋势

２２　活性磷酸盐含量变化趋势

江苏海域另一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

２００８年江苏近岸海域水质活性磷酸盐含量总体

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后呈逐年上升，趋势

较为明显，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总体符合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２０１２年站位超标率为４０．５％。其

中，连云港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１１上升趋势较

为明显，总体符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１２年

有所下降，总体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站位

超标率为２１．１％。盐城海域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１０年开始逐年

上升，趋势较为明显，２０１２年总体上升为劣四

类海水水质，站位超标率为４８．２％。南通海域

２００８年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０９开始

上升趋势较为明显，２０１１年总体符合劣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一直处于高位，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

总体符合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站位超标率为

５２．７％。变化趋势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近岸海域水质活性磷酸盐

含量变化趋势

２３　石油类含量变化趋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海域石油类含量有明

显的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总体符合一、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处于平稳状态，站位超标率为

３．９％。其中，连云港海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有

下降趋势较为明显，２０１２年站位超标率为

５．８％。盐城海域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总体符合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变化比较平稳，２０１１年上

升趋势较为明显，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站位超

标率为２．３％。南通海域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逐年

下降，２０１２年上升较为明显，站位超标率为

５．８％。变化趋势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近岸海域水质石油类

含量变化趋势

２４　化学需氧量变化趋势

从近５年监测情况分析来看，江苏海域化

学需氧量尚处在正常水平，均符合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变化趋势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近岸海域水质化学需氧量

含量变化趋势

总的来看，２０１２年江苏海域符合一类、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的面积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三类、四类和劣四类海域面积增加，总体海洋

环境质量下降，主要超标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等营养盐物质。２０１２年全省海域共发生赤

潮４次，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上年增加，近

岸海域水质富营养化加剧。变化趋势如图５和

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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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近岸各类海域面积

变化趋势

图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江苏海域发生赤潮海域面积

变化趋势

３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污染主要成因

３１　入海河流水质污染

２０１２年，对江苏省沿海地区１７条主要入海

河流监测的结果表明，主要河流携带入海的化学

需氧量、总磷、总氮、油类、重金属 （铜、锌、

铅、镉、铬、汞）和砷等主要污染物的入海量约

为４９．３０万ｔ。其中化学需氧量４５．７５万ｔ，约占

总量的９２．７９％；总磷０．８４万ｔ，约占总量的

１．７１％；总氮２．４７万ｔ，约占总量的５．０１％；油

类０．２０ 万ｔ，约 占 总 量 的 ０．４０％；重 金 属

０．０４万ｔ，约占总量的０．０８％；砷０．００６万ｔ，

约占总量的０．０１％。入海河流是陆域污染物质

排海的主要通道。

３２　沿海工业、生活污水直排海

江苏沿海现有主要化工园区共１６个。２０１０

年，江苏省对２２家日排放量１００ｔ以上的直排

海污染源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２２家直

排海污染源中有９家直排海污染源未达标排放，

达标率为５９．１％，主要超标项目为化学需氧量

和总磷。按排污口类别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２２家直排海污染源中，工业、生活和市政综合

排口数量分别为９家、４家和９家，所占比例依

次为４０．９％、１８．２％和４０．９％，达标率分别为

６６．７％、２５．０％和６６．７％。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直

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量为３０３６．６４万ｍ３，主要

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和石油

类的 排 海 量 分 别 为 ３０３６．６４ｔ、１４８．３４ｔ、

２９５．８１ｔ、２５ｔ和７．４９ｔ。

３３　海水养殖业自身污染

２０１２年，国 务 院 批 复 的 海 洋 功 能 规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表明，江苏规划海水养殖面积

不小于３０万ｈｍ２，将成为我国重要海水养殖区

域。目前，江苏海水养殖规模迅速扩大，海水

养殖面积已达到１９．２４万ｈｍ２。养殖区残存的饵

料、排泄的废物和施用的化肥、化学药品，成

为邻近海水水体富营养化的原因之一。养殖区

多为海湾和河口等浅海水体，水体交换速度慢，

氮和磷等营养物质容易积累并导致局部海域出

现富营养化甚至引发赤潮。

３４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下降

受大规模围垦开发影响，江苏滨海湿地面

积较２０００年减少了１３．６％，水域生态系统分

割，野生动植物生境破碎化和岛屿化现象严重，

生物多样性下降明显。海洋生态群落结构呈现

简单化，底栖生物的分布与变化不均，浮游动

物密度降低，海洋生物栖息环境质量下降。浒

苔入侵导致绿潮发生频次增多，范围扩大，近

岸海域生态系统仍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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