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渤海污染新特点
王保栋

鬟海洋环保

摘 要 渤海的污染状况，在新世纪呈现出若干新特点。从污染程度和区域变化来看，新世纪渤海污染总

面积总体上呈波动减小趋势，但近岸海域的污染程度却显著加重。从赤潮发生情况来看，渤海赤潮年发生

次数由20世纪90年代的1位数上升至2位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赤潮年发生次数在逐渐减少，但赤

潮面积总体上呈增大趋势，而且有毒藻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从渤海的主要污染物——营养

盐浓度和比例的变化来看，近年来渤海近岸海域营养盐浓度(N、P)则呈加速增大趋势，N／P比值增幅达

50％，而S1／N比值已降至0．5左右。从污染源变化来看，海上污染源的增速明显高于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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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是我国唯一半封闭型内海，具有独特的

资源和地缘优势，环渤海地区已成为我国社会经

济十分发达的区域。渤海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

要支持系统，其服务功能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着

决定性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渤海的生

态环境正面临和承受着与日俱增的巨大压力。渤

海环境污染的加剧、资源的破坏，已导致海区服

务功能急剧衰退，渤海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力正

在丧失。因此，保护和治理渤海环境是关系到环

渤海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为了彻底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2001年国

务院批复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目前，该

计划已经实施了6年，那么其近期目标是否已达

到?最近，记者刘元旭、罗博的调查报告显示该

计划“在‘群龙闹海’的治理格局下遭遇‘失效’

尴尬，渤海‘中毒病情’继续恶化”。此报告引起

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民众

的强烈反响。新的一轮渤海综合整治计划又在酝

酿中。

对任何一种“病情”的治疗须“对症下药”。那

么，新世纪渤海的“病情”有何新特点?其“病根”

何在?这是新的一轮渤海综合整治计划出台之前

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一、污染程度和区域变化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渤海污染总面积(指未达

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虽然波动较大，但

自2002年以来其总趋势是逐渐减小的，见图1。

而且，不同水质级别海域的面积变化有较大差

别。对于较清洁海域面积，虽然其波动亦较大，

但其总趋势是逐渐减小的；与此相反，轻度、中

度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则是逐渐增大的，其中以

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增速最快。轻度污染以上海域

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比例，从2001年的17．8％

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59．2％，6年间增大了2

倍多。也就是说，进人2l世纪以来虽然渤海污染

总面积呈波动减小趋势，但受污染海域的污染程

度却显著加重。

从渤海污染区域来看，污染区域仍然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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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1世纪初渤海污染面积年际变化

渤海湾、莱州湾和辽东湾近岸海域，尤其是这三

个海湾的湾顶，而污染最严重的是这三个海湾湾

顶部的“湾中湾”。其主要原因是，这些“湾中湾”

是陆源污染物的主要纳污区，而“湾中湾”是水

交换的死角，污染物交换不出去，导致污染物长

期累积。

二、赤潮发生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渤海赤潮状况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新特点：(1)赤潮年发生次数由20世纪

90年代的1位数上升到2位数；(2)2001年以

来，赤潮年发生次数在逐渐减少，但赤潮面积总

体上呈增大趋势，见图2。也就是说，大规模赤潮

的发生比例呈增大趋势；(3)有毒藻类引发的赤

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渤海赤潮优势种主要为

具有毒害作用的米氏凯伦藻、棕囊藻和无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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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渤海赤潮发生次数和面积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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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肋骨条藻、裸甲藻、夜光藻等，并经常形成复

合型赤潮；棕囊藻与米氏凯伦藻多次在渤海引发

赤潮。如：2004年6月11日黄河口附近海域发

生棕囊藻赤潮面积达1 850 kmz，6月12日天津

塘沽附近海域至渤海湾中东部和北部海域发生

米氏凯伦藻赤潮面积达3 200 km2。

三、营养盐浓度和比例变化特点

无机氮和无机磷是渤海的主要污染物。渤海

近岸海域营养盐(N、P)浓度1997--2002年呈不

稳定降低趋势；但从2002年至今则呈持续增大

趋势，其中无机氮比无机磷增速稍快，见图3。渤

海近岸海域N／P比值(摩尔比)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见图3。2001年以前N／P比值大致在30上下

波动，约为浮游植物正常吸收营养盐比例(即

Redfield比值)的2倍；但近年来则迅速上升到

45左右，约为Redfield比值的3倍，增幅达

50％。异常高的N／P比值，使渤海近岸海域浮游

植物的生长受到磷的潜在限制。

年份

图3 渤海近岸海域营养盐浓度和比例的年际变化

此外，由于黄河等人海径流的大幅度减少，

渤海的硅酸盐含量呈大幅度减少趋势。一般而

言，当海水中Si／N比值大于1时，将有利于硅藻

的竞争和生长，从而促进有机物从食物链转移至

桡足类并最终到鱼类；而当Si／N比值小于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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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非硅藻的竞争从而导致浮游动物摄食

的减少。渤海的Si／N比值已经从1960年的10左

右降低至2004年的0．5左右，其结果是化学环

境已经从硅藻占竞争优势的状态，转变为非硅藻

具有选择优势的状态。这也是近年来渤海有毒藻

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四、污染源变化特点

据统计，渤海的污染物主要来自陆源，且绝

大部分是经河流人海。从图4中可以看出，渤海

沿岸主要河流污染物人海通量1998--2002年呈

减少趋势，其中以黄河的降幅较大，这与同期渤

海近岸海域营养盐(N、P)浓度降低趋势吻合；但

从2002年至今，一些较小的河流(如双台子河)

污染物人海通量(如COD)则呈持续增大趋势。

由于未获得黄河等河流近年来的监测资料，尚不

能确定其变化趋势。但是从近年来渤海近岸海域

营养盐浓度持续增大这一结果来推测，近年来渤

海的陆源污染物人海通量很可能又呈增大趋势。

海上污染源变化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海上污

染源(如海水养殖、油气田和船舶污水、疏浚物

等)也是渤海污染物的来源之一。由图5可看

出，2002年以前，渤海的油气田平均有8个，但

近年来迅速增加到16个，增加了1倍；相应地，

含油污水排海量也从世纪之交的200万t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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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渤海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通量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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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渤海疏浚物倾倒量和海上油气田含油污

水排海量年际变化

迅速增大到2006年的近1 000万t，增大了近4

倍。海上疏浚物倾倒情况也具有相似的变化特

点，2002年以前渤海的倾倒区平均有11个，但

近年来迅速增加到近20个；相应地，疏浚物倾倒

量也从20世纪末的100万m3左右迅速增至

2005年的600万ms，增大了近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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