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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北海洋生态环境的策略与实践

王保民
（河北省海洋局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文章针对河北省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以海定陆、海陆统

筹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落实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保护关键区域生态功能，恢复受损海洋

生态系统，提升海洋资源利用价值等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策略；通过北戴河综合整治等示

范工程，归纳总结出陆源污染防控、受损沙滩整治修复、海岛综合整治修复、淤泥质海岸

带生态廊道建设和海水养殖区整治修复等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保护模式；提出到

２０２０年改善河北海洋生态环境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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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区域，环抱

京、津两大都市，拥有华北、西北地区广阔的

腹地，在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中占

有重要地位；是我国北方地区 “东出西联”战

略大通道的枢纽和开放门户；是建设 “经济强

省、和谐河北”的龙头和桥头堡。

河北省海洋资源禀赋优良，海洋经济体系

日臻完善。拥有得天独厚的海岸线、港址、海

洋生物、旅游和能源、矿产等资源，开发利用

前景广阔；初步形成了具有战略地位的钢铁、

化工、装备、建材等制造业体系，以电力、煤

炭为主体的能源产业体系和以物流、旅游等为

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体系［１－２］。

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渤

海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近岸海域污染、生

态功能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制约着沿海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开展海洋污染防治和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

１　主要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１１　入海污染物总量居高不下，近岸海域

污染加重

　　渤海接纳我国北方辽河、海河、黄河三

大流域污染，２０１１年，渤海入海排污口水质

超标率高达７１％，主要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

约９７．４万ｔ，未达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域面

积４５０３５ｋｍ２，污染现象突出
［３－４］。河北省

共有入海河流５２条。２０１１年主要入海河口

水质超标率高达６０％，仅戴河、滦河、小青

龙河、陡河和宣惠河５条河流携带入海的污

染物总量近５万ｔ；全省未达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的海域面积１５１９ｋｍ２，占管辖海域面积的

２１．０２％，较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７５％
［５］。

１２　海洋资源开发强度加大，海洋生态功能

退化

　　随着渤海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

快，尤其是岸线资源、海域空间资源、滨海旅

游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导致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海水富营养化和海

上溢油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海洋生态功能退

化趋势明显。２０００年以来，渤海的入海水量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减少４７％，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不足７０％，沙滩岸侵蚀速率大于２．５ｍ／ａ，

浅海和滩涂湿地减少面积超过６３０ｋｍ２；河北省

的入海水量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减少７５％，海洋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７０％，沙质海滩平均侵

蚀速度达到３ｍ／ａ，滩涂和浅海天然湿地减少面

积超过３００ｋｍ２。海洋生物资源退化，生物多样

性降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和高风

险状态［６］。

１３　近岸陆域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缓冲功能

衰退

　　环渤海地区大规模开发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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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１０ｋｍ宽度陆地，建设用地规模增长了１

倍左右，造成河道断流、林地减少、湿地萎缩、

海水入侵，生态缓冲功能衰退。河北省沿海地

区的水库下游８０％以上的河道干枯，滨海天然

湿地面积不足新中国成立前湿地总面积的３０％，

生态功能衰退；地下水过度开采，引发地面沉

降，海水入侵面积达３００ｋｍ２；入海河口拦蓄水

坝建设，阻隔了海洋生物的洄游产卵通道，部

分物种消失。

１４　区域环境地质问题突出，海洋灾害风险

加大

　　环渤海地区发育有渤海、郯－庐、辽东－

胶东、唐山－衡水、东营－聊城五大活动构造

带和近百条活动断裂，属地震多发区，区域地

质稳定性差。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渤海海

平面上升加快，海岸带风暴潮灾害风险加大，

河北省现有海堤防护标准低，无法抗御５０年一

遇的风暴潮。渤海湾沿海地区长期超采地下水，

地面沉降加剧，仅河北省沿海大于３００ｍｍ的沉

降区面积已达４．７万ｋｍ２
［７］。

１５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海洋生态环境

压力加大

　　到２０２０年，环渤海人口达到６８００万，城

市化率达到６７．４％，ＧＤＰ增长率保持在１０％左

右，工业仍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河北省沿

海地区人口达到 １９６４ 万，城市化率 达 到

６５．５％，ＧＤＰ增长率保持在１０％左右，石化、

装备制造、钢铁行业进一步向沿海集中。人口

增加，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向

沿海地区聚集，海洋生态环境面临存量污染和

增量污染的双重压力。

２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保护策略

２１　海陆联动，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

２１１　以海定陆，科学确定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指标

　　调查污染物入海通量，开展海洋环境容量

相关研究，把握主要入海污染物的排放、输运、

扩散规律，建立受纳水体水质对排放源的响应

关系，确定不同海洋功能区的污染物允许排放

量，按照时间、空间和污染物类型，科学制订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和分配方案［８］。

２１２　海陆统筹，建立陆海一体的海洋污染防控

体系

　　加强陆源的点源与面源污染防治，优化临

港工业区、沿海工业聚集区的产业布局，强化

北戴河区、曹妃甸临港工业区、沧州临港化工

园区等重点区域的污染物控制。加强海洋工程

污染防治，提升围填海区、油气开采区、海洋

倾倒区的监管水平，提高海洋环境的风险监管

能力；加强船舶与港口的污染控制与防治。形

成陆域控制与海上控制相结合的陆海一体化海

洋污染防治体系。

２２　保护优先，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

２２１　确保底线，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区制度

划定海洋生态红线区，对重要生态功能区、

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脆弱区进行切实有

效的保护，实现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２０％、

海洋生态红线区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比例不低

于２５％、海洋生态红线区入海排污口排放达标

率达到１００％、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减少１０％～

１５％、海洋生态红线区内海水水质达标率不低

于８０％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９］。

２２２　标本兼治，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和

海洋公园建设，对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实施抢救

性保护，强化主要保护对象的监测、评价，采

取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标本兼治，修复受损海

洋生态系统，恢复生态功能。

２３　综合治理，提升海洋资源利用价值

２３１　全面谋划，制订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

复规划

　　开展海域海岛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科学评判资源环境受损程度和海洋资源退化机

理，以提升海洋资源利用价值为核心，综合治

理为手段，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全面谋划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制订

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规划和行动计划。

２３２　创新机制，加大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

复力度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政策和投资等手段，

推动建立部门和地区协调联动机制、政府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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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机制、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机制、海域海

岛使用和海洋环境监管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主

体积极性，推进海域海岸带综合整治、海岛整

治修复和海洋生态修复及保护等海域、海岛、

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实施，提升海洋资源利用

价值。

２４　防治结合，降低海洋灾害损失

２４１　专测群防，提高海洋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置

能力

　　深化地面沉降、海岸侵蚀、海水入侵、风

暴潮、赤潮等灾害的专项调查与监测，开展孕

灾机理研究、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和灾后损失

评估；健全防灾减灾机制，加强领导，完善基

层组织机构、预报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置系统。

２４２　多措并举，提高海洋灾害工程防治水平

加大地面沉降、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工程

防治力度，提升防洪、防潮工程标准，改善填

海区工程地质承载力，提高赤潮灾害防治能力。

２５　增强意识，提升海洋生态文明水平

２５１　深化宣传，普及海洋文化教育

研究和挖掘海岛文化、渔业文化、航海文

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经济文化和海洋环保

文化；举办各种形式的海洋论坛、海洋博览会

和海洋文化节；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和互联

网等媒体，广泛传播海洋知识，进一步增强全

社会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２５２　示范引领，打造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选择重点地区优化与调整产业结构，严格

管控污染物入海排放，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

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强化海

洋生态保护与建设，整治修复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打造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３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保护实践

北戴河及相邻地区以环境优美、生态良好

而裴声中外的滨海旅游区。近年来，近岸海水

受人为活动影响质量不断下降，赤潮、溢油事

件频发，滨海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对此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组织实施了北戴河及

相邻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重点开

展了陆源污染源防控、侵蚀岸滩修复、海水养

殖区整治、海岛整治修复、海岸生态廊道建设

等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保护工程。

３１　北戴河及相邻地区陆源污染防控工程

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陆源污染物

入海排放量不断加大，导致北戴河滨海旅游服

务功能退化。

按照海陆统筹、河海联动的近岸生态环境

治理理念，采用点面结合，严控点源、消减面

源的治理模式，实施陆源污染防控工程。２０１２

年关停上游污染企业２０７家，淘汰落后产能生

产线２４条，消减ＣＯＤ７８５６ｔ、氨氮２１５ｔ、总

氮８２９ｔ、总磷１９．５ｔ；清淤整治污染较严重的

入海河流７条；建立城乡一体化环境清洁机制

重点村６６个；推广清洁种植技术５．０７万ｈｍ２，

减少施用农药３８ｔ、化肥６１１８ｔ；减少氮磷排

放１８３５ｔ；治理养殖场２５０个，减少直排入河

污染物４．８万ｔ，ＣＯＤ减排６８７、氨氮４３．７ｔ，

实现了暑期海域水质明显好转。

３２　北戴河沙质侵蚀岸滩修复示范工程

北戴河区海岸线长１８．４ｋｍ，以滩宽浪缓、

沙软潮平著称，是发展滨海旅游的重要资源。

受人为活动影响，海岸侵蚀严重，沙滩功能

退化。

遵循海滩沙源平衡理论，采用以人工养滩为

主，辅以生态型潜堤，后缘覆植沙丘，多道沙堤

保护屏障的沙质海岸恢复治理模式，对海岸侵蚀

最严重的北戴河西海滩实施岸滩修复示范工程。

治理 修 复 岸 线 长 度 ６８０ ｍ，海 滩 滩 肩 补 沙

２０３．５１万ｍ３、人工近岸沙坝补沙６９．２８万 ｍ３、

建造海滩人工沙丘１．０４万ｍ３、鱼礁型离岸潜堤

４ｍ×２３０ｍ、新增沙滩面积３．４２ｈｍ２，有效缓解

了侵蚀状况，恢复稳定了亲水自然海滩环境。

３３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淤泥质海岸带生态廊

道建设示范工程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地处淤泥质海岸带，土

壤盐碱、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修复构建

淤泥质海岸带植被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廊道，

成为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建设生态宜居滨海城市

的必然选择。

基于盐碱原土植被构建技术，采用以高式

台田、改土隔盐为主要手段的低成本淤泥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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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带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综合应用生物措施、

化学措施、工程措施改良重盐碱土，选择耐盐

植物，实施淤泥质海岸带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恢复海岸带植被６．０ｈｍ２，栽育乔、灌、草本植

物３０余种，１３万余株，成活率９０％以上，形成

了３个稳定植物群落，植被覆盖率达到９０％，

较现行工艺绿化建设成本降低２２５元／ｍ２。

３４　菩提岛及周边海域综合整治修复示范工程

菩提岛为古滦河三角洲蚀余岛，是河北省

最典型的海岛生态系统，生态类型多样，动植

物资源丰富，为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享有

“孤悬海上的植物园”和 “国际观鸟基地”的美

誉。由于海岛组成疏松、高程底、距陆近、生

境脆弱、抗干扰能力弱，受自然条件变化和人

为开发活动的影响，岛体侵蚀、周边海域淤积

严重。

为保护和修复海岛生态系统，提升海岛生

态旅游价值，采用以退养还岛、岛体形态修

复、岸线防护、海域清淤、植被复建为主要手

段的沙质海岛生态整治修复模式，实施综合整

治。退养还岛１．９０ｋｍ２、建设海岛围堤挡埝

１０．４ｋｍ、清淤海域２．４ｋｍ２、恢复扩大岛体

３．４２ｋｍ２、复建植被０．０５２５ｋｍ２。

３５　秦皇岛昌黎海水养殖区整治修复示范工程

秦皇岛海域水清、流弱、浪小、营养物质

丰富，为海水养殖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

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浅海筏式养殖、滩

涂池塘养殖、底播养殖、工厂化养殖等形式的

海水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引发海水和沉积物

环境劣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渔业资源衰退等

生态环境问题。

为减轻海水养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恢复

海域生物多样性、减缓自然渔业资源衰退趋势，

采用以全封闭工厂化养殖、滩涂放苗、浅海投

礁增殖为主要手段的海水养殖区生态修复治理

模式，实施养殖区综合整治修复。建成全封闭

海水养殖示范区面积０．５ｈｍ２，实现养殖用水循

环利用，养殖污水零排放，年减排污水总量

１８２．５×１０４ｔ、ＣＯＤ排放量２２．３４ｔ、三氮排放

量４．１７ｔ、磷酸盐排放量１．３５ｔ；建成底栖贝类

养殖修复示范区面积１３ｈｍ２，投放修复苗种

３５ｔ，进行海岸滩涂水域生态修复试验；建成受

损海域生态维系设施构建示范区８２．４ｈｍ２，投

礁１０５１９空方，实现生物密度增长２５％，游泳

动物生物量增长２７％～５０％；进行大型藻类室

内培育和海域选育栽培试验，掌握了不同水深、

光照、温度等条件大型藻类养殖生长情况，为

大面积推广积累了科学数据和经验。

４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保护行动计划

为有效改善河北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推广

示范工程取得的经验，结合河北海洋生态环境

实际，到２０２０年，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４１　海域海岸带综合整治修复

４１１　河口海域综合整治修复

实施秦皇岛洋河口、人造河口、大蒲河口，

唐山大清河口、小清河口、溯河口、青龙河口、

双龙河口、沙河口、涧河口和沧州南排河口、

大口河口等入海河口海域的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治理海域１０５ｋｍ２，疏浚航道１３１．１ｋｍ，

改造防潮堤１３４．３ｋｍ。

４１２　旅游区和城区毗邻海域综合整治修复

开展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南

戴河、黄金海岸，唐山国际旅游岛、曹妃甸区

和沧州渤海新区等旅游区和城区毗邻海域、海

岸带综合整治修复。治理海域、海岸带面积

１２３０ｋｍ２。

４１３　沙滩修复

整治修复秦皇岛铁门关浴场沙滩、老龙

头浴场沙滩、乐岛沙滩、东山浴场沙滩、金

梦海湾沙滩、野生动物园沙滩、小东山浴场

沙滩、老 虎 石 沙 滩、南 戴 河 浴 场 沙 滩、洋

河－人造河沙滩、黄金海岸沙滩和唐山乐亭

碧海浴场沙滩。修复沙滩２７．８ｋｍ，营建沙

滩观景栈道１０．１５ｋｍ。

４１４　围填海等空间资源整理

整理秦皇岛山东堡立交桥附近海岸、金梦

海湾等滨海旅游区占滩建筑；改善秦皇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曹妃甸区、渤海新区围填海海域

工程地质条件，提升环境和景观质量，保障工

业和城镇建设区用海安全；建设抚宁、昌黎标

准化浅海养殖区和乐亭、滦南、黄骅标准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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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养殖区。

４２　海岛整治修复

４２１　岛体修复

恢复唐山祥云岛、月岛、菩提岛、龙岛和

沧州葫芦头子等岛岛体，岛体恢复区高程达到

３．５ｍ以上，建设７５．６７ｋｍ海岸防护堤，海岛

抵御风暴潮的能力达到１００年一遇标准。

４２２　海岛沙滩恢复

修复秦皇岛石河南岛，唐山祥云岛、月岛、

龙岛等海岛沙滩２５．１４ｋｍ，修复后沙滩宽度达

到２０～３０ｍ；后滨覆植沙丘高度１～３ｍ、宽约

１０ｍ，覆植沙丘长度２０ｋｍ，覆植沙丘上种植本

地沙滩草本观赏性植物，并营建木栈道为主的

沙滩观景走廊和入海观景平台。

４２３　海岛植被修复构建

遴选适合植物物种，修复构建免维护植被

景观２９．１４ｋｍ２。

４２４　海岛示范基地建设

坚持 “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理念，

探索生态型海岛开发模式，高标准建设唐山湾

国际旅游岛国家级海岛开发利用示范基地。

４３　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

４３１　湿地修复

建立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滨海湿地景观

体系，恢复和修复湿地面积１７．８１ｋｍ２；滦河口

湿地退养还滩修复、封滩育草，恢复４．３ｋｍ２

自然湿地景观，建设河口湿地观光廊道。

４３２　保护区建设

加强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乐

亭大清河口海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唐海湿地和

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黄骅古贝壳堤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能力建设；建设乐亭滦河口湿地特

别保护区、北戴河海蚀地貌海洋公园、唐山湾

海岛海洋公园、黄骅滨海湿地海洋公园。

加强秦皇岛种质资源保护区、南戴河种质

资源保护区、昌黎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建立

昌黎、乐亭典型受损浅海人工鱼藻礁生态环境

修复示范区；建立昌黎、滦南、黄骅典型受损

滩涂贝类底栖增养殖修复示范区；建立中国对

虾、半滑舌鳎及海蜇增殖放流制度，分区放流

中国对虾、半滑舌鳎、海蜇，恢复渔业资源。

４３３　生态廊道建设

建设完善秦皇岛山海关海岸生态廊道，唐

山乐亭海岸生态廊道、曹妃甸海岸生态廊道、

涧河口海岸生态廊道和沧州南排河海岸生态廊

道、大口河口海岸生态廊道。

４３４　生态环境管控能力建设

强化海洋环境立体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和灾

害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开展典型生态灾害监控

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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