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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对长江流域实施环境综合整治、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展“五水共治”等环境整治工程，陆

源入海污染物总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近几年舟山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呈好转态势。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舟山

近岸海域水质均不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２０１４年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有１２６９ｋｍ２，

仅占全市海域面积的６．１％，海水质量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较高，海洋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较低。通过对舟山海域８４个二级类基本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进行统计分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分别为３５．７％、３８．１％和４４．０％，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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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把舟

山海岸和近海海域分成不同类型的海洋基本功能

区，作为海洋开发、保护与管理的基础和依据。舟

山海岸功能区涉及６类一级类基本功能区，共３７个

二级类基本功能区；舟山近海功能区涉及７类一级

类基本功能区，共４７个二级类基本功能区。根据浙

江省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全省重点

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量得到初步控制，实现近岸海

域水质功能区达标率４０％以上，第一类水质海域面

积比达到１５％以上
［１］。

舟山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承担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工作，

根据站位代表性原则，在舟山近岸海域共布设６６个

监测站位，涉及海域面积２０８００ｋｍ２，基本涵盖各个

基本功能区，积累了丰富的监测数据。

１　舟山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１１　海洋环境质量现状

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的海域面积为 １２６９ｋｍ２，占全市海域面积的

６．１％；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

１８５１ｋｍ２，占８．９％；符合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为１９９７ｋｍ２，占９．６％；符合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为６５５２ｋｍ２，占３１．５％；符合劣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 ９１３１ｋｍ２，占

４３．９％。海水主要污染物指标是无机氮，其次为活

性磷酸盐，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主要分布在

杭州湾口外海域和舟山沿岸海域，水质呈自西向东

逐渐好转的变化，舟山近岸海域水质受陆源污染影

响显著［２］。

１２　海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舟山近岸海域受长江、钱塘江、甬江等入海河

流携带大量营养盐和沿海城市生活污水以及工业

废水排放等影响，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至２０１３年无第一

类海水，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监测资料，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舟山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污

染呈逐年加重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水

质质量呈逐年略有好转趋势（表１）。可以看出，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海水质量较上一年

有明显好转现象，这与浙江省两次开展大规模环境

整治工作有关，分别为２００８年开展的“８１１环境污

染整 治 行 动”和 ２０１４ 年 开 展 的 “五 水 共 治”

工程［２－１０］。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

年份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劣四类

２００６ ７ １１ １７ ２７ ３８

２００７ － － ３５ １７ ４８

２００８ － ５５ ９ １１ ２５

２００９ － １３ ２７ １９ ４１

２０１０ － １５ １１ １２ ６２

２０１１ － １０ ２２ １７ ５１

２０１２ － ２．６ １４．０ ２５．４ ５８．０

２０１３ － ３．９ ２１．０ ２２．１ ５３．０

２０１４ ６．１ ８．９ ９．６ ３１．５ ４３．９

２　舟山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评价与达标率

统计

采用单因子评价方法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８月舟

山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舟山近岸海域主要受无机氮污染，其次

为活性磷酸盐污染，海水质量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大部分功能区水质无机氮超标严重，部分功能区水

质活性磷酸盐超标。

２１　２０１２年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统计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定海区海域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为３５．７％，普陀区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３１．８％，岱山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３．３％，

嵊泗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１．６％，涉及跨市

县区的５个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８０．０％，总体

舟山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５．７％。

２２　２０１３年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统计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定海区海域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为３５．７％，普陀区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４０．９％，岱山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３．３％，

嵊泗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１．６％，涉及跨市

县区的５个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８０．０％，总体

舟山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８．１％。

２３　２０１４年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统计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１８个海岸基本功能区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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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达标率为４８．６％；１９个近海基

本功能 区水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达 标 率 为

４０．４％；合计３７个基本功能区水质达标，总体舟山

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４４．０％。其中定海区海

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３５．７％，普陀区海域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为５４．５％，岱山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为３３．３％，嵊泗县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３６．８％，涉及跨市县区的５个海域功能区均达标。

综上所述，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功能区

水质年际达标率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２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逐年上升，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４４．０％，高于至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海域保护目标（≥４０％）。其中普陀区海

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较高，由于定海区、岱山县和

嵊泗县正处于长江、钱塘江和甬江口外，受陆源入

海污染物影响明显，海域水质相对较差，以致海域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相对较低。

３　舟山近岸海域主要环境问题

３１　氮磷超标严重，海域富营养化严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监测结果表明，舟山近岸海域主

要受无机氮污染，其次为活性磷酸盐污染。仅２００６

年和２０１４年舟山近岸海域存在小面积海域海水符

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且第一类水质海域面积占

比远小于１５％，大部分海域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海

水质量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３２　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相对较低

根据《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至２０２０年实现近岸海域水质功能区达标率４０％以

上［１］。舟山共有８４个二级基本海洋功能区，通过统

计计算２０１２年达标率为３５．７％、２０１３年达标率为

３８．１％、２０１４年达标率为４４．０％，海洋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相对较低，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是影响

水质达标的主要因素。

３３　陆源污染影响明显

舟山属海岛型城市，人口和社会经济总量相对

较少，造纸类、化工类、电镀类等高污染企业基本没

有，陆源污染物总量少。但舟山处于长江、钱塘江、

甬江口外，３条大江携带大量污染物质排入舟山海

域中。有关资料显示，长江口、杭州湾及舟山海域

８８％无机氮和９４％总磷均来自长江
［１１－１２］。舟山污

染严重海域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口外海域和舟山沿

岸海域，且水质呈自西向东逐渐好转的变化，舟山

海域水质受陆源污染影响显著。

３４　溢油多发、赤潮频发

陆源入海污染带来的大量氮和磷等营养物质

使舟山海域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高，由于长期受富营

养化影响，加之舟山气候适宜，每年５—９月是赤潮

高发季节，舟山是浙江海域发生赤潮最频繁区域之

一。根据《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舟山海域共发生赤潮７９起，累计发生赤潮面积

１８５１９ｋｍ２
［２－１０］。

舟山地处长江、甬江、钱塘江入海的海江“Ｔ”字

交汇点，紧邻虾峙门和条帚门２条３０万吨级国际航

道，是上海、浙江以及长江流域的开放门户，有独特

区位优势和优良深港码头，是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

地，同时舟山海底还有完善的输油管线，因此存在

溢油高风险。根据《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统计，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舟山海域共发生严重溢油事故

１６起，其中２００６年“４．２２”现代独立轮特大溢油事

故是浙江省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海洋油污染事件

之一［２－１０］。

赤潮和溢油污染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资

源破坏，这将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和资源可持

续利用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１３］。

４　保护海洋环境对策措施

４１　加强部门合作，加大执法力度

我国涉海管理部门较多，虽然各部门根据分工

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以及职权范围

有明确规定，但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复设置、缺少协

作、各自为政等问题存在已久，以致对环境污染者

追责不足，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效果较差。应加强部

门间协调合作，加大执法力度，有效保护海洋环境。

４２　深入开展“五水共治”

“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再创

浙江发展新优势，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

重大战略决策。随着“五水共治”的推进，从源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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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关停高污染高消耗等企业，还浙江绿水青山和

蓝天碧海，从根本上有效减少陆源污染物入海，从

而改善海洋环境。

４３　科学合理规划海洋功能区划

为适应舟山群岛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

步协调和规范各种涉海活动，加强对海洋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推进群岛新区建设，依据《浙江省海

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

的要求，按照海洋基本功能区的标准，将全市海域

划分成不同类型的海洋基本功能区，作为全市海洋

开发、保护与管理的基础和依据，需加快推进舟山

市海洋功能区划工作。

４４　加强海洋监测和评估能力建设

目前舟山已建立市、县两级海洋监测业务体

系，利用传统监测手段进行常规监测、污染事故监

测、调查性监测等工作。由于市、县两级监测能力

相对不足，同时受传统监测手段时空、人力、物力等

因素限制，监测覆盖面积有限，长期连续监测手段

缺乏，综合一体化监测水平不高，不能满足海洋监

测需求。为更好地服务舟山群岛新区海洋开发，应

加强对市、县两级海洋监测能力建设，在重点海域

开展自动在线监测浮标监测，提升海洋突发事故应

急监测和生态损失评估水平［１４－１５］。

４５　积极开展海洋环保宣传教育

积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各

级政府定期向社会公布海洋环境质量状况，为公众

和民间团体提供参与和监督沿海环境保护的信息

渠道与反馈机制；认真开展经常性的海洋环境保护

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海洋环保意识、法制观念以及

对环保工作的参与意识，树立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思想；组织开展海洋环境

保护科技咨询活动［１６］，深入开展浙江省委、省政府

“五水共治”和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浙江渔场修复

振兴暨“一打三整治”等环境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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