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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既客观地反映了天津海区

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

打破 了行政 和行业

管理的界限
,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目前

部门所有制造成的各自为政
、

各行其事 只考

虑本部门利益
、

忽视综 合效 益
,

只顾眼前
、

不

顾长远利益的弊端
,

从而能科学地指导海洋

资源的开发活动
,

为实施海洋 的综合管理打

下良好的基础
。

功能  划成 果应用 主要有

个方面 为资源和空间合理利用提供优化方

案 协调行业间相互关 系
。

使 产业 协调发展

保护海洋资源和环靖 为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

法制管理提供科丫
一

、

据 为制 汀海洋开发规

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规
一

划提供科学的基础
。

海洋环境中石油污染监测

技术管理

李宗品 王静芳

国家海洋环境
‘

侧中心 大连

摘要 本文阐述了我国海洋石油监测技

术
,

以及各介质中石油分析方法
,

使用仪

器
。

我国海上常规定期定站位监测 应急

油污染事故监测 海上溢油源监测 海洋

沉积物油污染监测 海洋生物中油污染残

毒监测 潮间带沥青球污染监测等
。

提出

了目前我国海洋油污染监测技术管理中

几个急需解决的间题
。

海洋石油污染监测

样品分析中选择标准油间题 石油污染物

的成分分析 建立适用倾废
、

疏浚物
、

钻井

泥浆
、

海滩沥青的石油监测标准方法 深

入开展消油剂研制
、

性能考查和再污染间

题等
。

同时还提出了加强管理措施和建

议
。

关锐词 海洋环境 石油污染 监测

海上 石油污染是国际丰普遍关注 的问

题
,

石油污染监测是科学家们研 究的重点课

题
,

复杂的石油组成成分
,

有损害人体的致癌

物质
。

国际间海洋学委员会 和世界气

象组织
,

已通过一项海洋石油污染监

测计划
,

从 年起有关各国已开始参照实

施
。

我国 年以来开始石油污染调查监

测
,

石油 已作为全国海洋污染监测网的重点

监测项 目
。

多年来
,

由于国家对海洋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视
,

先后颁布了
“

海洋污染调查暂行规

范
”

年
,

出版了
“

海洋监测规范
”

年
,

为石油污染监测提供了技术规程
。

颁布

实施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年
,

海洋倾废

管理 条例 年
,

国家 海洋标准计量法

年
,

为海洋石油污染监测提供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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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标准规范
。

全国海洋污染监测网的成

立 年
,

为我国海洋石油污染宏观总体

评价
,

提供 了基础 条件
。

目前我国海洋石油污

染监测 已经纳入正常轨道
,

组织上形成网络
,

可定期提供数据并及时作出评价
。

我国海洋石油污染监测

海水中石油监测

海水 中石油污染监测指溶解和分散 乳

化 状态的油监测
,

通常经有机溶剂萃取
,

以

紫外光谱
、

荧光光谱
、

红外光谱
、

气相色谱
、

色

谱质谱联合测定石油污染总量及组成分量
。

海上大面积常规定期定站位监测
。

国家

海洋局北海
、

东海
、

南海各分局
,

历年来已分

别于渤海
、

东海
、

南海各海域进行每年的定期

定站位监测
,

准确及时了解了各海区或局部

受石油污染状况
。

应急油污染事故监测
。

进入海洋水体中

废油来源包括 油 田开发和生产过程中排放

落地油和各种事故的跑 冒油
。

海洋石油钻井

船
、

钻井 平台
,

采油平台含油污水
。

海上输油

管线和储油设备的渗漏油
。

船舶海难事故造

成油污染
。

近海石油生产事故 喷漏油
。

船

舶机舱污水 燃料油
、

润滑油和油水混合物
。

上述油污染浓度大
,

常采用重量法
,

红外光

谱
,

紫外光谱法测其总含量
。

陆源工厂向海洋排放油污染监测
。

陆源

工厂 向海洋排放油污染监测的关键是排放 口

最佳采样点
,

采样距离的选择
,

并需制定陆源

工 厂向海洋排放浓度标准及允许排放量
。

钻井平台水基泥浆
,

含这类泥浆的岩屑
、

油基泥浆
、

低芳香泥浆的监测控制
。

油膜监测

海面较大规模漂油
,

只少量不饱和烃和

饱和烃轻组分溶于水
,

大部分在海面扩散形

成薄膜
。

通常认为 发生在船舶溢油或排油的

海区祖陆源油性废水排放的近海沿岸
,

表示

近 明污染
。

油 一水乳浊液和水一油乳浊夜多

出现在油膜消失以 后的短时期内
,

或油膜的

边缘
,

表示是中期污染现象
。

沥青球存在表示

远期污染结果
,

是长期风化的残留物
。

海面油膜目视观察 船上观察主要是船

舶附近海面油膜分布情况
,

目视观察应参考

天气状况
、

海况因素
。

并同时估测油膜面积及

厚度
。

航空监视监测技术
,

在海上溢油应急处

理和违章排污管理上起重要作用
,

可为违章

排污事件调查
,

污染治理提供客观证据
。

我国

已开展了海上油膜厚度测定工作
,

遥感跟踪

测试己在进行
。

沥青球监测

潮汐运动将石油带到潮间带
、

海水浴场
、

海滩
。

沥青球是石油污染后
,

长期风化的残留

物
。

沥青球监测包括 砂滩类型海岸沉积焦油

监测 悬浮水中大小不等的沥青球监测 潮间

带沥青球监测 浮流油
、

漂浮焦油
、

大颗粒焦

油球监测
。

油块自身的漂浮特性
,

受海水运动控制

和约束
,

易随波逐流地漂浮或粘裹在砂砾上
,

沾粘游人或泳者身上及鞋袜衣服
,

破坏了海

岸风景区和旅游区的 自然环境
。

沥青球组分

的大分子芳烃是强化学致癌物质
,

影响海洋

生物生长发育
,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

因此组织

对潮间带
、

风景海域旅游点沥青球
、

油块监测

及防治对发展近岸旅游事业十分重要
。

溢油源鉴别

由于事故或过失
,

各种原油
、

成品油
、

混

合油
、

沥青等油类流入海洋
。

为执行
“

海洋环

境保护法
”

需要鉴别溢油源
、

进行溢油源监

测
,

方法有 气相色谱法鉴别碳氢化合物
,

烃

类组成分析 红外光谱法鉴别海上溢油 荧光

光谱法进行发光共扼体系的同步扫描及导数

光谱分析 核磁共振谱及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原子吸收及常规项 目辅助分析
。

这些鉴别方

法
,

我国有关部门己经采用
,

可为执法机关提

供技术资料
。

石油沉积监测

海洋沉积物监测包括表层沉积物样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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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沉积物样品
。

前者为在选定区域 内
,

有一

定代表性的调查石油污染水平分布
。

后者可

分层次测定选定物质的含量及有关项 目指

标
,

调查垂直分布
,

追溯海区污染历史
。

沉积物积累的石油烃多为分子量较大
、

环数较多的芳烃
。

因此分离处理程序复杂
,

是

监测技术的关键
。

海洋生物体中石油污染监测

海洋生物是石油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

生

物体内的污染物直接危害人类健康
。

海洋生

物
,

特别是贝类
,

对污染物有较大的敏感性和

较高的富集能力
,

具有一定的食用及经济价

值
,

常作为监测污染生物种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设立一个方

法
、

标准
、

互校专家组
,

组织各国实
‘

验室参加互校练习
。

 年我国首次参加贻

贝组织中石油烃的相互校准
,

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

目前国内已有报道关于鱼类
、

贝类等海

洋生物体石油污染监测及调查报告
,

分析分

离技术趋于稳定和成熟
。

急待解决的问题

标准油

近 年来为解决海洋环境石油污染监

测 用标准油
,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即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 及有关单位作了大

量 工作
。

监测中心曾先后研制并发放
一

号
、 一

号标准油供海洋常规石油监测用
。

在此基础上
,

于 年起为全国海洋监测网

各成员单位提供了
一

号标准油
。

经海洋调

查验证认为 该油品适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及

荧光法测定油类标准
,

数据稳定
,

有一定的代

表性
。

目前国外监测石油的标准油也不统一
,

曾报道用科威特柴油
·

一 ℃
,

阿

拉伯轻质燃料油
·

一 ℃
,

石油烃

混合物等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 年
’

年编发了《海水中石油污染

监测手册 》
、

《贻贝及沉积物中石油烃测定手

册》
,

其中以苗 作标准物
,

实际污染油

作标准油
。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

在海洋化学

组组织的海洋生物贻 贝匀浆石 油互校中
,

采

用 荧光法测石油烃总量
,

荀
飞

作标准

物
,

阿拉伯轻质原油作标准油
。

飞 年 月

大连市举办的
“

国际沉积监测研讨班
” ,

其石

油烃总量测定仍以荧光法
,

蕙
,

作标准

物
,

大连湾抽提油作标准油
。

国内石油污染监测标准油未统一
,

也未

经 国家鉴定认可
。

除上述海洋监测发用
, , 一

号油外
,

也有用大港原油
,

大庆

原油
、

胜利原油
,

号汽油机油
,

号重柴油

等用紫外法测油
。

炼油 厂 排放废弃物中石油

监测用红外法
,

以正十六烷 异辛烷 苯胺

一
, ,

体积 比 作标准油
。

配制标准油要求 扮代表性
。

用于常规监

测标准油不一定适用污染源调查
,

应尽量达

到受什么污染用什么油
。

稳定性
。

在规定

条件下
,

稳定数年
,

组分不变
。

延续性
。

历

年使用标油与选定油之间的内在关系
,

或 获

得校正系数常数
。

保证历年年报数据与今后

数 号的可比性
。

统一性
。

数种标油之间
,

最

终以统一数据比较
。

建议采用苗
, ,

统

一调正全部数据
,

并与国外一致
。

均匀性
。

符合国家标准物要求均匀可靠
。

石油污染物成分分析

石油污染物是复杂的混合物
,

其中含有

三环
、

四环多核芳烃 的重组分
,

多属致癌物
、

沉积在沉积物中毒害海洋生物
,

测定石油污

染物组成成分有重要意义
。

我国用重量法
、

紫

外和荧光分光光度法
、

红外分光光度法
,

测定

石油污染物总量
,

已达国际监测技术水平
。

目前
,

石油污染物成分分析需解决的问

题是 仪器设备 色谱 质谱分析仪
,

高效液

相色谱仪
,

气相色谱仪等
。

标准物质 各种

烃类芳烃等
。

技术培训 掌握前处理
,

仪器

操作
,

分析技术
。

此外还有几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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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上述 问题基础上
,

开展石油污染成分毒性

对衍域环境影响研究
,

海洋生物毒害机理研

究
。

在短时间内
,

达到并超过世界水平
。

建

立 用于倾废
、

疏浚物
、

钻 井泥浆
、

海滩沥青的

石油监测标准方法
,

并制定监测控制技术管

理 条例
。

要深入开展消油剂研制
、

性能考

察
、

分析方法
、

对海洋二次污染问题的研 究
。

建 立实施管理细则
。

完善标准化
、

系列化采

样器
。

适用
、 、 、 、 、

以及

用于不同海域
、

近岸陆源排污 口等各种情况

的采样器
。

研究并制定含油废水入海排放

标准及管理措施
。

几点建议

加强
“

全国海洋监测网
”

组织管理和技术

管理
。

各海区
、

各地方海洋局
、

海洋监测站需

要逐步形成网络
,

促进 网络之间技术交流和

技术培训
。

提出技术管理措施
,

建议成立全国海洋

石油监测方法
、

标准
,

互校技术组
。

开发油污

染监测方法技术研究
,

组织交流
、

培训指导海

洋石油污染监测
。

组织编写全国海洋石油污染监测技术手

册
,

供监测人员及有关单位使用
。

建立溢油通

报
,

溢油鉴别
,

溢油善后处理管理系统
。

加强 国际性石油监测方法
、

技术等合作
才

项 目研究
,

参加国际石油监测研讨会
。

努力完

成国际方
、

标
、

互专家组组织的各项工作
。

综上所述
,

必须重视海洋石油污染监测

工作
,

完善管理系列
,

加强技术培训
,

增加实

验室建设投入
,

训练一大批技术熟练的科技

人才
,

使石油污染监测技术达到世界水平
。

航空遥感技术在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中的应用

陈万顺 赵中堂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青岛

发挥航空遥感技术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的作

用
,

把海洋生态环境置于严密的动态监视监测之下
,

使海洋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
,

这无疑是一种新的

尝试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美
、

英
、

法
、

德
、

日
、

加拿大
、

瑞

典
、

荷兰和丹麦等沿海国家均建立了近海海洋环境

监测专业队伍
,

频繁例行监测监视飞行
。

如美国 已发

展到第三代
“

空中慧眼
”

机载系统
,

该系统

技术先进
,

侧视雷达的发射功率高达
,

三谱段

的红外 紫外扫描仪 八 空间分辨力
,

噪

声等效温差
,

主动选通电视  可以在

的斜距上辨清 大小的字母
,

并具有夜视

能力
。

美国海岸警备队利用该系统有效地监视

海里 内的海域
,

每年发现污染事件上千起
,

对其中

以上的事件处 以罚款
。

瑞典也已研制成功了小型实用的全天候海洋监

视系统
,

除装备本国海岸警备队外
,

还向 多

个国家出口
。

该系统由发射功率 的侧视雷达
、

红外 紫外扫描仪
、

频率 的微波辐射计和带计

算机的手持相机等组成
,

仅由一人操作
。

我国从 年开始进行海洋生态环境航空遥

感监测技术的实验与研究
。

先后在胶州湾
、

大连湾
、

杭州湾和渤海湾进行过 次航空遥感试验
。

国家海

洋局还于  年 月批准
,

在青岛正式成立国家

海洋局第一航空遥感队 名为第一航空监察大队
。

其主要职责 一是负责对损害我国海洋权益
、

污染海

洋环境
、

违章倾废排污的事件进行航空监察
、

取证
、

行使海洋执法管理
。

二是负责对海洋石油开发区
、

海

上倾废区
、

海洋自然保护区
、

主要港口
、

锚地
、

主航道

及陆地污染源 包括排污 口
、

河 口
、

海岸工程 进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