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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根据连云港市赤潮监控区2006年与2007年水环境监测结果，分析了该区的

水环境质量状况，并结合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污染防治建议。监测结

果表明2007年水质状况与2006年水质状况相比较差，全年5月到10月期间是污染较重的

时间段，监控区水质已受到轻度及较重的有机污染与富营养化状况。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生

活污水，工业污水以及水产养殖业和运输污染，因此有监控区反映到整个连云港近海海域

水质保护工作重点要对工业排水进行控制与净化，加紧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加强对海

水水产养殖区的监控，提高对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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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位于苏北地区，118。24’～l 19048’E和

340"--35007’N之间，东濒黄海，与朝鲜、韩国、

日本隔海相望；北与山东郯城、临沭、莒南、日照

等县市接壤；西与徐州新沂市、淮阴市沐阳县毗邻；

南与淮阴市涟水、盐城市响水2县相连，东西长

129 km，南北宽约132 km，土地总面积7 444 km2,水

域面积l 759．4 km2111。2008年以来苏北地区表现

出强劲的经济发展趋势，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

为该区发展的亮点。然而工业的发展，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也相应伴随着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排

放量的急剧增加12】。加之近海养殖业生产污水的

排放，给周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压力，导致

海域水体恶化和水质下降㈣，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水体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随着近海工程的日益

增多，对该海域水质状况进行调查并确定相应的

防治措施是极其重要的。

一、赤潮监控区水质监测

1．监测布点与调查概况

赤潮监控区位于连云港市连岛外侧，具体站

位位置见表l。

表1 监测站位位置

2．采样时间、采样方法及调查项目

赤潮监控时间从每年的5月初到lO月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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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采样方法依据《海洋调查规范》和《海洋监测 况下降。

规范》。调查项目包括：DO、COD、P04-3一P、硅酸 1．水质分析标准

盐、无机氮、PH、温度等常规指标。

5．监测结果

两年水质达标情况不一样，大部分达到一类

水质标准范围内，本文采用国家一类海水

各站位均采集水样，用统计方法予以处理得 (GB3097—1997)进行评价。

到各站位调查项目的范围、平均值以及标准偏 2．富营养化指数评价

差，2006年和2007年监测统计结果见表2和表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采用以下富营养化指数

3。

结果分析

评价公式：

E：COD×D IN×D IP×10q／4 500

式中：E为富营养化指数；COD为化学需氧

由表2可知，2006年各调查项目全年平均 量(mg／L)；DIN为无机氮含量(mg／L)；DIP为

达《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一类水质标Pcl4_3一P含量(mg／t,)。当E>l时，表明水体呈富

准，但是也有部分时间内的水质监测项目达到二 营养化状态，。E值越高，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越严

类标准。由表3可知，2007年除COD达到二类 重14l。

水质标准外，各水质参数全年平均达到一类海水 2006年和2007年赤潮监控区各站位的富营

标准，但是与2006年相比，2007年整体水质情 养化指数在调查时间内的变化见图1和图2。

量度偏差

表2 2006年度水质参数

pit 无机氲(¨嘻肿阳P一脚唧q COD,din#L)D0h。唔舯

平均最大量小标准平均量大量小标准平均量大量小标准平均量大量小标准平均量大最小标准平均最大量小标准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伯差 值 值 值 俯差 值 值 值 偏差

I。0．2 0．1 ．4．2 1．I 8．08 B．26 7．髓0．09 0．186 0．602 0．023 0．156 0．006 0．029 0,001 0肿8 0．91 1．83 0．17 0．35 6．74 SJ的 5．30 0．96

2．0．0 1．3 ．42 1．2 S．09 8,35 7．96 0．11 0．158 0．741 0．07,6 0．178 0．0116 0,028 0．000 0．009 0．96 2．42 0,47 0．39 6．78 8．36 5．12 0．96

矿0．0 1．3 -4．2 1．2 8．13 8瑚 7．9S 0．13 0．140 0．772 0．017 0．168 0．008 0,042 0,001 0．011 1．03 2．58 0．45 0．43 7．00 B．傀 5．35 O髓

矿0．0 i．2 -3．6 1．1 8．12 It32 7．98 0．10 0．098 0．297 0．014 0,074 0．005 0．015 O．f100 0．004 0．89 1．25 0．30 0．10 6．嘶8．57 4．65 0．95

，．0．3 I．2 一，D 0．9 S．Il S30 7．98 0．09 0．216 1．706 0．018 0．359 0．1106 0．033 O,f101 0,1009 0．95 1．75 0,41 0．33 6．跎8,49 5Atl 0．111

6-0．5 1．4 -2五0．8 B．10 8．30 7．99 0．06 0．124 0．269 0．018 0．062 0．018 0．220 0．001 0．047 0．95 1．40 0．42 0．23 6．82 B．∞ 5．32 0．94

温度偏差

表3 2007年度水质参数

PH 无机氲(n训 胁拍，删 coD一嘴舯DO(*ISIL)

平均最大最小标准平均量大量小标准平均最大最小标准平均量大llt-'l'标准平均量大量小标准平均量大I／I,标准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值 值 值偏差 值 值 值 偏差

l’—0_2 0．8 —2．0 0．6 S,26 8．帅7．flO 0．32 0．642 2．043 0．044 0．494 0．018 0．073 0．001 0．021 1．16 1．90 0．31 0．33 6．97 S．86 4．Q0 1．16

2．—0．1 O．S —i．2 0．43 8．29 S．79 7．90 0．32 0,465 1．094 0．060 0．303 0．013 0．050 0,001 0．014 1．15 2．29 0,2"2 0．43 7_18 9．32 5．19 I．1 I

3．0．3 4．1 —1．0 1．06 8．34 8．'／5 7．S2 0_39 0．538 1．4：29 0．036 0．424 0．01 0．054 0．001 0．017 1．20 1．86 0．13 039 7．29 9．2．3 5．31 l舯

．．0．0 0．8一I．I OAT S．36 8．92 7．90 0．35 O。465 1．016 0．037 0．335 0,013 0．046 0．1]01 0,014 I．14 1．81啷0,．39 7．67 9．IS 6．13 1．01

，． nI 1』 一1．6 0．153 sj5 9．19 7髓O瑚”∞1．236 0．058 O．』IIM 0．014 0,030 O．001 0．009 1．12 2．116 0．22 0．41 7．42 9．38 5．51 1．02

60 0．1 1．1—1．5嘶8．31 9．10 7．81 0．37 0．516 1．688 0．056 0．398 0,016 0,036 O．001 0．01I 1．1I i．79 0．36 0,29 7．43 9．1：2 5．9S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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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l和图2可知，富营养化指数有着明

显的季节性变化。各个站位的富营养化指数的

变化趋势中表现在7"-9和15～18批次较高，

其他批次较平稳的状态且大部分未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两个高峰分别处在7月和9月，说明

这两个月海水受污染较严重。由表4和表5各

站位的富营养化指数所处范围可知，2007年与

2006年相比富营养化指数多数较高，同时呈富

营养化状态的采样批次也较多，说明2007年的

水质较差。

表4 2006年各站位的富营养化指数所占比例 (％)

表5 2007年各站位的富营养化指数所点比例 (％)

4．0

簌 3．0

囊 2．o

鉴 1．o

忙0．0

(1．O)

2 0

羹 糯
黍 ：j
罨(0．5)
懈(1 0)

(1 5)

批次

l#有机污染指数变化图

n肭．．A．，
?妒％·儿s-。V

钾有机污染指数变化图

4．0

籍3．0

襄 2．o

鉴
Lo

杯0 0

(1．O)

5．有机污染指数评价

有机污染指数评价公式为

A--COD j／COD s+DIN j／DIN s+DIP j／DW s-DO j／DO s

式中：A为有机污染指数；COD j、DIN j、DIP j、

DO j分别为COD、无机氮、P034—2P及溶解氧

的实测值；COD s、DIN s、DIP s、DO s分别为

COD、无机氮、PO■-P以及DO的一类海水水质

标准值151。

2006年和2007年赤潮监控区各站位的有机

污染指数在调查时间内的变化见图3和图4。

由图3可知，2006年50％左右的调查时间

内海水处于良好及较好的有机污染评价等级

内，且全年有机污染处于波动状态中。l"-4、

7～13、17～19批次内的有机污染指数较高，在

5，区域内较特殊，4～7批次内有机污染指数较

高。说明赤潮监控区在5月、7月和9月有机污

染较严重，5·区域内6月有机污染较重。由图4

可知，2007年大部分调查时间内该区域处于有

机轻度污染状态，且7．-一9、15～17批次内污染

较重，说明2007年7月和9月有机污染处于中

度到严重污染状态。由表6和表7知，2007年和

2006年相比有机污染指数多数较高，同时受到

有机污染水质的采样批次也较多，说明2007年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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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7年各站位的有机污染物指数变化图

表6 2006年各站位有机污染指数所占比例 (％)

有机污染 站 位

指数 1 2 3 4 5 6

表7 2007年各站位有机污染指数所占比例 1％)

有机污染 站位

指数 1 2 3 4 5 6

的水质较差。

三、结果讨论与防治措施

1．结果讨论

表l和表2表明，除200"7年COD符合国家

海水二类标准外，2006年和200"／年的其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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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都符合一类海水标准，从两年的富营养化指

数和有机污染指数来看，2006年水质大部分时

间海水处于未富营养化状态和良好或较好的有

机污染等级范围内，但在两年的7月和9月部分

时间内，富营养化指数和有机污染指数同年相比

较高，且从5月到10月各项指数都有回升的现

象。可能由于陆地人海径流量较大，盐度逐渐下

降，营养盐含量上升161，也可能是禁渔期过后，海

上捕捞船只较多，其排放的污染物较多。导致富

营养化指数和有机污染指数偏高，同时5月到

10月也是海岸工业区排污量较多的季节和水产

养殖较为集中的季节，连云港海域大部分处于海

湾处，坡度较小，近岸水交换能力相对较差．一

定程度上滞缓了污染物的扩散12l，沿岸的生活废

水以及渔业养殖废水，工业排污废水等对水体污

染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表4、表5、表6和表7

看，2007年的富营养化指数和有机污染指数都

高于2006年，赤潮监控区逐年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较

为严重的破坏，尤其海岸周边的化工园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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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人海排污量的逐年增加，都会使海洋水质逐

年恶化。

2．防治措施

为保护好该区域近海海域的环境功能，确保

海域水质不受破坏，给近岸居住和投资较好的环

境，保持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对海域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强陆源排污

的管理和控制，既避免排污口的新增，又要加快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有效投入使用；(2)根据海

域自净能力和容纳能力，实施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限制，并优化沿岸水产养殖结构【2】f71，提高海水养

殖管理水平，合理布局养殖区域【s1；(3)加强捕鱼

期船只的控制，加紧油量使用大、排污量多、接

近报废船只的整修及报废工作，努力使捕鱼船只

有控制地使用，有限量地排污，有规律地捕捞；

(4)深化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和海洋环境科学研

究，健全海洋管理系统，加强对沿海的滩涂的管

理，合理开发利用，确保海域滩涂的生态环境和

自然环境，有效地防治近海岸海域水质的环境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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