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珠江口海域环境问

题包括围垦造陆淤塞河道、

无序采沙造成海岸侵蚀、人

工排污日益加剧、海平面上

舞藏隐忧、成潮入侵等。为

了有效开展珠江口海区综合

整治，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从

珠江口海域的实际情况出

发，围绕珠江口海域环境问

题的现状和应采取的策略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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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海域

珠江口海域是一个复合的区域性的生态系

统，具有很强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渔业、矿

产、石油、天然气、旅游等多种资源，并拥有众多

大型港口，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珠江口及其周边是华南人口最集中、经济最活

跃的地区，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该区域的发展带动着我国沿海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给

海洋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污染负荷压力。近年

来，珠江三角洲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围海造地建

设港口码头、人工开发海水养殖场、大量向海底

采沙等经济活动，已对中国南部这一黄金海岸

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近岸海底工程构筑越来

   



越多、开发建设项目越多的同时，给环境带来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围海造田、无序采沙、人工排

污、人工养殖，越来越多的人为活动正在破坏珠

江口环境，珠江三角洲滨海环境的压力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围垦造田淤塞河道：珠江河口由于围垦造陆

而日益变窄，围垦总面积达6 666．7 hm2，其结果

使水位抬高，水泄不畅；加之中上游水土流失，

下游淤塞严重，对航道、岸滩、滩涂、红树林生态

环境将会造成严重影响。

无序采沙造成海岸侵蚀：在海洋水动力以及

河流筑坝拦沙、海平面上升、海砂开采和不合理

工程的作用下，砂质海岸普遍存在侵蚀、后退的

现象，珠江口海域每天有100余艘采沙船、1 000

余艘运沙船，每天采沙量超过10万t，非法采沙

现象日趋严重。部分海域的海床越挖越深，改变

了水动力状况，同时搅动沙层中的有毒物质，严

重污染了水质，甚至造成海岸侵蚀，出现海堤崩

塌，导致海岸后退、道路和良田遭到破坏、毁坏

防护林和旅游资源，严重威胁沿海居民的生产和

生活。

人工排污日益加剧：排入珠江口的各种污水

量每年超20亿t，其中城镇生活污水占70％，约

有3／4以上的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

人。近年来围海造田促进养殖业发展，饵料投放

量极大，使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大增。

海平面上升藏隐忧：据预测，到2050年海平

面上升幅度可能达到50—60 em，届时珠江三角

洲地区将有1／3低于海平面之下，将对航道、码

头、堤坝等沿海建筑带来诸多问题。

咸潮入侵：近年来，一旦珠江中上游地区没

有明显的降水，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又长期出现干

旱，这就意味着处于下游出海口的珠江三角洲沿

岸将很有可能受到咸潮入侵，直接影响沿岸城市

的的工农业及生活用水，对人们的生活构成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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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据统计，最近几年，在珠江三角洲沿岸

几乎每年都会发生3～5个月的咸潮入侵事件。

根据2005年10月的监测，目前珠江在珠海的人

海口氯的含量已经超过了正常值近lo倍，每年

随着天文大潮的日益临近，珠江中上游地区在未

来一段时间仍不太可能有明显降水，这就意味着

处于珠江下游的珠三角地区很可能受到咸潮入

侵，严重影响珠江三角洲沿岸居民的正常生产和

生活，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珠江口海域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因环境的恶

化、资源基础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海岸系统的不

稳定，多年来偏重于粗放式、低水平的无序开发

利用和管理无力等因素，导致海洋生态环境不断

恶化，海洋资源日渐匮乏，可持续利用能力急速

衰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问题日益显露。珠

江口海域已成为我国近岸污染严重程度仅次于

渤海的第二号海域，并逐步走向“荒漠化”，严重

地威胁和制约着日益增长的广东海洋经济的发

展。面对珠江口环境恶化趋势，加快整治刻不容

缓。

一、珠江口海域环境现状

1．海域整体环境污染严重

据2003年在珠江口海域布设的41个站点

取海水各层样本分析得出的水质状况，仅有2个

站点处于中度污染，其余皆为重污染。另据

2004--2005年进行的珠江污染物人海通量监测

结果表明，排人珠江口海湾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和无机氮，其次是磷和石油类，海水质量大

都为四类或劣四类，沉积物则普遍受到铅、镉、

砷和铜的污染。大量的有机污染物排放，使该海

域有机污染严重，这也是造成珠江口海域底部贫

氧或缺氧的主要原因之一。

珠江口沿岸经济发展迅速，工矿企业较多，

上游及沿岸的工业区和居民生活污水均排往珠

   



江，而且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对海域水质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工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海量

不断增加，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珠江口海域80％

的污染物来源于陆源排污，陆源污染物的无规划

和无控制排海是造成近岸海域污染加重的主要

成因，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也在逐渐增多，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未知的污染物及其危害

尚难以估计。

2．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赤潮灾害频发

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海域内很少见到

赤潮，现在赤潮暴发不仅次数频繁，面积越来越

大，而且时间拉长。仅1980一1997年问，珠江口

至大亚湾一带(包括香港海湾)共发生赤潮496

次。其中1998年3月底至4月中下旬，广东沿海

赤潮蔓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为广东历年之

最，给粤港两地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5亿元。

2004年珠江口生态调查发现，珠江日生态监控

区鸡啼门外、万山岛西部、外伶仃岛和深圳湾口

富营养化现象严重，并且在4月龙穴岛东部和磨

刀门口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不稳定，优势种数量

过度集中；7 JJ浮游植物群落均较不稳定，优势

种数量过度集中，容易引发赤潮。自1998年以

来，珠江口海域已呈现富营养化的趋势。富营养

化的出现，造成了赤潮灾害的频繁出现。赤潮发

生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和生活污水大量排人(特

别是活性磷酸盐)和海水养殖业自身污染。珠江

口海域富含大量氮、磷物质，造成海水富营养

化，直接刺激鞭毛藻类和鞭毛原生类赤潮生物过

度繁殖，遇上合适的水温等条件，引发赤潮灾

害。而赤潮常发，已造成局部水域生态系统受到

破坏。

5．海上交通繁忙，溢油事件频发

珠江口海域海上交通航运、港口业相当发

达，广州、深圳、珠海等多个重点港口成“品”字

形分布在珠江口内。但港口发展，船舶骤增所产

生的大量含油污水，则对生物生存环境产生严重

影响。据抽样调查，平均每艘船年排放舱底含油

污水136 t，含油量为120 mg／L。与发达经济共存

的繁忙的海洋运输业不但带来了严重的船舶污

染问题，而且海上溢油事件频发，船舶的意外事

故如沉船、撞船等重大溢油事故发生时，溢油量

可达上千吨至几十万吨不等。由此而导致大范围

生物死亡，甚至种群灭绝，造成更为严重的并又

难于估量的经济损失。

1999年3月下旬发生在珠江口海域的沉船

海难造成重油泄漏事故，严重污染珠江口海域

及珠海沿岸，该事故对珠海水产养殖和渔业资

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 000万元，清污成本725

万元，海事法院一审判肇事方赔偿972．97万

元；同年11月，在内伶仃洋西北水道撞船事件

中，致使约1 000 t柴油外泄，导致珠江口海域

水质受严重污染；2004年12月初珠江口海域再

次发生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溢油事故，1 200 t

余燃油大量外泄，事故造成珠江口海域水质遭

受大面积严重污染，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至今

尚难于定论。

据分析，珠江口水域石油污染2／3是来自于

船舶排污，1／3是来自陆域工业排污。因此，对

船舶加强管理，控制船舶排放废污物，非常重

要。

4．生产力大幅下降

由于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加上对水产资源

过度的无序开发，珠江口海域生态环境和海洋自

然景观破坏严重。经济鱼、虾、蟹、贝类栖息、繁

衍的场所锐减，水产资源严重枯竭。20世纪90

年代珠江口渔场每年正常的渔获量在40万担以

上，但目前每年的渔获量只有4万担，短短的十

余年间就下跌了九成。渔业资源密度不到80年

代的1／8。2001年3月间在珠江口内伶仃洋海域

   



两艘300匹底拖网船近2 h试捕作业中，渔获量

仅为100 kg，且绝大部分为小渔和低值杂鱼。另

外，珠江口海域原是200余种海洋鱼类产卵场和

培育场，现在主要经济鱼类只剩50余种，种群数

急剧下降。在2003年3月的珠江口鱼卵和仔鱼

调查中，鱼卵平均密度仅为8．53 ind／m3，平均仔

鱼密度仅为1．37 ind／m3，出现种类只有19种。可

见，珠江口渔业资源衰退之严重程度，鱼、蟹、贝

栖息繁衍场所锐减，珍稀动植物生存受到严重威

胁。环境的恶化使不少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生存

受到严重威胁，如国家一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

华白海豚，现在已变得十分稀少。珠江三角洲沿

岸的红树林面积逐年锐减，红树林滩涂面积仅存

原有的1／4，而且红树林的外貌和结构都变得简

单，有些珍贵树种消失了，防潮护岸的功能也大

为减弱，众多的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人为破坏，珠

江口海域的生产力大幅下降。

珠江口已成为生态脆弱带和赤潮多发敏感

区，这里的鱼、蟹、贝栖息繁衍场所锐减，珍稀动

植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5．环境管理和控制能力较低

目前珠江口海域的污染防治管理机制尚未

形成，对珠江口海域进行的监测、监视、监督控

制和综合协调等工作尚未产生应有的效果，缺少

综合性的环境规划和污染控制目标体系。如珠江

口海域的环境目标构建、珠江口污染物接受能力

评价、不同功能区和不同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目

标区划、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方法，污染物近岸

累积效应的评估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

二、综合整治必要性和迫切性

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必须高度重

视海洋环境资源保护，充分认识到综合整治珠江

口海域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海域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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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与恢复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珠江口海域

环境的综合整治问题长期以来未得到很好的解

决，其主要问题有如下几方面。

1 j缺乏环境与资源的持续利用的综合规划

海域开发与利用的无序、无度。除管理体制

上的问题外，主要是由于缺少综合性的环境规

划，缺乏环境与资源的目标体系，如环境目标的

确定、珠江口承受能力与不同功能区及海域污染

总量控制目标区划、污染物近海累积效应的评估

等。因此，没有了环境的综合规划也就没有环境

控制的方向。

2．海洋环境监测监视能力低下

海洋环境监测是海洋环境管理与决策的依

据，是掌握和了解海洋环境变化的基础。由于长

期忽视海洋环境的监测能力建设，使得海洋环境

监测工作只能处于一种小尺度、低频率、模糊型

的状态，监测1：能及时、动态、精细地反映海洋

环境的现状，呼敛不能掌握、预测海洋环境的变

化，影响对环境管理和决策方向。

3．缺乏科学支撑技术体系

由于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发展比较

缓慢，尤其对面临新的生态环境问题缺乏认识和

充足的科学技术支持，许多关键性问题尚未得到

解决。诸如珠江口海域的生态环境容纳能力评估

技术、污染物人海最大负荷能力评估技术、多种

途径人海污染物的种类与影响、珠江口各主要生

态环境演变及其中长期效应评估、受污染损害的

滩涂、河口、海湾等环境变化及生态系统演变的

监测与控制、海域环境容量的利用与污染物人海

总量控制模式、赤潮灾害预报技术、空间遥感深

化应用技术等。

4．海洋执法监督管理薄弱

海上的执法管理目前除了有限的船只外，缺

乏先进监察监视手段，诸如航空与卫星技术及设

施等。此外，由于海域情况复杂并涉及港澳等跨

   



区域的特点，使海洋的环境监督与管理工作难度

加大，许多破坏海洋环境资源的违法事件难以杜

绝。

5．陆源污染源治理

珠江口海域人海污染源主要是陆源污染，而

城市生活污水又是主要的污染源。珠江沿岸及珠

江三角洲邻近大部分城市均没有有效的污水处

理能力，不解决沿岸城市污水的达标排放问题，

珠江口海域的环境质量改善将成为空话。

三、综合整治对策

根据珠江口海域的现状和特点，目前珠江口

海域环境整治应该综合地、系统地、有计划地进

行并采取如下对策。

1．以科学的发展观对珠江口海域进行综合

性的环境规划，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构建环境

保护目标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体系，制定珠江

口海域海洋资源功能区划和污染总量控制目标

区划，研究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方法，对渔业、

水利及、海上交通资源等进行规划。

2．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灾害预警预报能

力建设。构建在珠江口海域建设包括岸基台站、

浮标潜标、空基遥感等立体化的实时的监测体

系，为海洋环境管理、灾害预报提供科学准确的

依据。

3．开展珠江口海域环境与资源的科学研究。

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为珠江口环境综合

整治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诸如咸潮入侵、

水动力扩散模式、水交换能力评估、珠江口人海

污染总量控制及模型、环境容量、生态系统的修

复技术、赤潮灾害预警预报模式、灾害防范技

术、渔业资源维护技术、遥感技术应用等问题。

4．加强海洋执法监察能力的建设。以科学提

高海洋环境管理的水平，形成一支从国家到地方

的协调统一、反应迅速、设备精良的海洋执法队

伍。

5．用15～20年的时间实施珠江口环境综合

整治计划，对工农业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对城市污水处理、水利疏导、海域自净能力恢

复、渔业资源利用等项目制订出详细的工作方

案，为恢复珠江口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提高珠江

口海域环境资源持续利用能力，还珠江口一个

“碧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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