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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东省作为海洋强省,海洋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不断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海洋生

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文章在分析广东省近年来海洋生态环境状

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主要包括:健全源头管控,制定各

类型入海排污口管控措施,实施动态监管;开展入海江河整治,减少入海营养盐负荷,逐步建立“河

长制”和“湾长制”的衔接机制;加强用海风险防范,严控海洋环境风险,构建事前防范、事后管控、

事后处置的全过程海洋生态风险防范体系;实施洁净海岸带工程,强化海洋生态修复,提升公众亲

海岸线的生态空间品质;强化海洋资源高效利用,坚持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监测技能提能增效,提升全省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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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EnvironmentinGuangdongProvince

HUPing,YANShuqing,SHIPing,ZHENGZhaoyong,LINLiru

(SouthChinaSeaInstituteofPlanningandEnvironmentalResearch,SOA,Guangzhou510300,China)

Abstract:Asastrongmaritimeprovince,Guangdonghasrankedfirstinthecountryintermsof

marineeconomicaggregateformanyyearsinarow,constantlyhelpingtobuildamaritimepower.

Theeffectiveprotection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prerequisitefor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Basedontheanalysisofthemarineecologicalenvi-

ronmentstatu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inGuangdongProvinceinrecentyears,thispaper

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on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whichincluded:im-

provingsourcecontrol,formulatingcontrolmeasuresforalltypesofsewageoutletintothesea,

andimplementingdynamicsupervision;carryingouttheregulationofriversenteringthesea,re-

ducingtheloadofnutrientsenteringthesea,andgraduallyestablishingthelinkingmechanism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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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lengthsystem”and“baylengthsystem”;strengtheningpreventionofmarinerisks,strictly
controllingmarineenvironmentalrisks,andbuildingapreventivesystemofmarineecological

risksinthewholeprocessofpre-prevention,post-controlandpost-disposal;implementingthe

cleancoastalzoneproject,strengthening 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improvingthe

ecologicalspacequalityofthepublic;strengtheningtheefficientuseofmarineresources,andac-

celera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marineeconomy;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tal-

entteam,ensuringtheimprovementofmonitoringskillsandefficiency,andimprovingtheinfor-

matizationlevel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intheprovince.

Keywords:GuangdongProvinc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countermeasures

2018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为19326亿元,连

续24年位居全国首位。海洋为沿海经济带的发展

提供了各类有利条件,海洋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是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广东省大陆海

岸线位居全国首位,海岸带开发活动密集,入海污

染源数量众多,公众亲海需求日益增长,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压力和挑战。

1 海洋生态环境特征

1.1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根据2018年《广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1],海

水水质状况总体优良,符合《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和劣

四类 的 面 积 比 例 分 别 为66.5%、12.8%、5.1%、

3.9%和11.7%;其中,优良水质(一类、二类)面积

比例为79.3%,劣四类水质主要分布在珠江口、汕

头港、湛江港和雷州湾等局部海域,即河口区一定

范围的海域以及部分水动力较弱、水交换条件较差

海湾的局部区域,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由于南海水动力条件较好,在洋流、沿岸流和

潮汐流的共同作用下,非河口区开阔海域水质状况

优良。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良好。

2018年大亚湾生态系统亚健康,主要影响因素为海

水受石油类污染;珠江口生态系统亚健康,主要影

响因素为海水富营养化。全年发现赤潮7次(累计

面积约201.6km2),赤潮的原因种有7种(球形棕

囊藻、红色赤潮藻、夜光藻、双胞旋沟藻、丹麦细柱

藻、斯氏根管藻和尖刺拟菱形藻)。

2017年广东省海水水质总体优良,年均水质优

良面积比例为81.5%。①粤东海域:第一类或第二

类海水水质主要分布在大埕湾、南澳岛周边、前詹

至神泉近岸、碣石湾和红海湾等海域;劣四类海水

水质主要分布在柘林湾、汕头港等海域,主要超标

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②珠三角海域:第一

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主要分布在大亚湾、大鹏湾和

川山群岛等海域;劣四类海水水质主要分布在珠江

口海域,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

油类。③粤西海域: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主要

分布在雷州湾、流沙湾和海陵湾等海域;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主要分布在水东湾和湛江港海域,主要

超标因子为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石油类。海域沉

积物综合质量总体良好:①粤东和粤西海域沉积物

质量 总 体 良 好,良 好 站 位 比 例 分 别 为91.0%和

88.0%。②珠三角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一般,良好

站位比例为37.0%,超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的污染因子主要为石油类、铜、锌和镉。全年发现

赤潮10次(累计面积约1017km2),赤潮的原因种

有3种(锥状斯克里普藻、赤潮异弯藻和赤潮异弯

藻)。2017年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

查断面范围内共发现造礁石珊瑚8科20种、柳珊瑚

7种、其他物种5种,主要优势种为陀螺珊瑚和角孔

珊瑚,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为17.0%,死亡率低

于0.1%。

根据2013—2017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

报》[2]和《2018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2013—

2018年,广东省优良海水水质面积比 例 分 别 为

79.0%、90.1%、88.1%、85.2%、81.5%和79.3%,

优良率的年际波动与入海江河径流量变动相关[3]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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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3—2018年广东省海域水质状况

2015—2018年,2016年和2017年赤潮发生的

面积高于2015年和2018年。当富营养化海域海水

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暴发性增殖或高

度聚集时,可能会引起赤潮的发生。

1.2 存在的问题

1.2.1 入海江河污染物总量大

随着沿海及上游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入海江

河承载着流域面源污染、沿岸点源排污输入,排放

入海的化学需氧量、营养盐等污染总量依然很大。

根据主要入海江河监测统计结果,2017年珠江、榕

江、练江、深圳河和黄冈河全年携带入海污染物总量

分别约为325.27万t、9.25万t、8.74万t、2.64万t
和1.70万t;珠江汇聚主要入海江河营养盐总量的

90%;2015—2017年珠江硝酸盐氮入海量高于氨氮

入海量,硝酸盐氮是无机氮的最大贡献;练江、深圳

河的氨氮入海量远高于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氨

氮是练江、深圳河无机氮的最主要贡献污染物;硝

酸盐氮和氨氮是榕江、黄冈河无机氮的主要贡献污

染物(图2和图3)。

图2 2015—2017年珠江氨氮、硝酸盐氮、

亚硝酸盐氮、总磷入海量

图3 2015—2017年榕江、练江、深圳河、

黄冈河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总磷入海量

1.2.2 海上渔业活动造成局部水动力弱海域水质

恶化

2017年广东省海水养殖总面积16万hm2,

海水养殖总产量302万t[4]。结合学者研究[5]的

对虾池塘、鱼塘、鱼类网箱养殖氮磷环境负荷量,

估算出2017年海水对虾和非滤食性养殖过程氮

和磷对环境的总污染总负荷量分别为5.0万t和

1.0万t。虽然海上水产养殖产生的污染物总量

远小于入海江河污染物总量,但在局部水动力条

件弱的水产养殖海域,超出其净化能力,容易造

成水体污染。有研究[6]发现粤东与粤西高密度

养殖区与近海环境污染区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粤

东养殖区及污染区域主要分布于柘林湾等,粤西

养殖业及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东海岛西侧、硇州

岛海域和水东湾。

1.2.3 海洋垃圾问题不容忽视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是全球海洋治理普遍关

注的热点问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调查,漂浮在

海洋中的塑料污染物约为1.8万个/km2,不仅对海

洋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还造成每年超过130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7]。2018年广东省海面漂浮垃圾主

要为泡沫和塑料瓶,海岸沙滩垃圾主要为塑料类垃

圾,海底垃圾主要为塑料膜、塑料袋。2017年9月

潮州市饶平县大埕湾附近海域海面漂浮垃圾主要

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瓶、塑料袋、瓶盖、渔线等,表

层水体中小块及中块垃圾密度为9.78kg/km2;塑

料类垃圾比例最大(72.73%),其次为聚苯乙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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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塑料类垃圾(27.27%)。海面漂浮垃圾的主要来

源为人类海岸活动以及航运、捕鱼等海上活动,海
底垃圾种类主要为塑料袋、塑料瓶、树枝、玻璃瓶、

渔线等,海漂垃圾污染不容忽视。

2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形势

2.1 面临的机遇

2.1.1 国家越来越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党的十九大做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的战略部署。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连续多年

居全国首位,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联手建立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协调机制,牵头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联席会议”制度,

坚持“共谋、共建、共享、共荣”理念,在大湾区海洋

环境监测、生物保护修复、海域利用等方面深入开

展交流与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拓展蓝色

经济空间。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彰显海洋环境

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为深入推进广东省的海洋环境

保护工作提供重要战略机遇。

2.1.2 全球海洋治理合作进一步拓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以来,是全球化快速

发展的阶段。海洋吸收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总

量的25%,造成海水酸度上升,破坏海洋生物的生存

环境,给海洋生物的生存带来严重影响[8]。据预测,
到2050年,海水酸度可能增加150%。如果不采取保

护措施,到2030年大部分珊瑚礁将受到威胁。

海洋具有大尺度流动性,在治理上难以准确划

定边界,海洋治理的“公地”特征明显。2011年日本

福岛核电站引起的海洋污染辐射问题严重影响太

平洋的许多国家,至今仍未消除影响。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相连,全球气候异常变

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海岛国家陆域面积大幅度缩小

乃至全部被淹没,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更加重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广东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可以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合作。

2.2 存在的挑战

2.2.1 海洋生态环境监管任务艰巨

陆源工业排放、海洋工程引起的生态破坏以及

海洋溢油污染等海洋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已经

占我国GDP的3%[9]。海洋污染的80%来自陆地,

入海江河和入海排污口是近岸海域陆源污染的主

要源头。广东省大陆海岸线居全国首位,沿海地区

人口众多,入海污染源数量多,入海污染物源复杂,

海域宽阔,港口船舶众多,海洋生态环境监管任务

艰巨。

2.2.2 海洋保护与开发不平衡矛盾依然存在

沿海地区是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海洋经

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城镇、港口、临海工业

等项目建设占用海域空间资源,同时排放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和船舶含油污水及各类垃圾,加剧海

洋环境压力。沿海地区城镇化与临港重工业的发

展导致海洋环境累积风险上升,海洋开发与保护利

用矛盾突出,海洋经济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科

学合理开发海洋资源。

2.2.3 优质海洋生态产品需求大幅提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对优质海洋生态产品的期

望越来越高,对海洋灾害和突发性污染事件高度关

注,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提升滨海生态空间品质,让

人民群众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等优质生态产

品,切实提高老百姓对碧海蓝湾的获得感、对临海

亲海的幸福感。

2.2.4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力量较为薄弱

海洋环境监测是海洋生态保护的基础和重要

支撑。长期以来,由于监测力量弱、经费不足,造成

工作上被动的局面。广东省海洋监测包括海水监

测、生态监测、海洋垃圾监测、入海江河及排污口监

测、海水浴场监测等方面,覆盖海域6.4万km2,监

测任务十分繁重。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融合融入、

重建重构的新形势下,市、县各级海洋生态环境监

测队伍力量更弱,与任务量不匹配,制约海洋生态

环境管理水平的提升。

2.2.5 江河入海口海域质量需科学评价

江河入海口是海陆衔接的关键节点,多年的监

测结果表明,影响入海河口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氮和

磷。围绕氮和磷,海水水质标准的评价指标为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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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和活性磷酸盐,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评价指标

为氨氮和总磷,江河入海口区水质评价指标不统一

(Ⅱ类地表水氨氮标准值与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

氮标准值一致,均为0.5mg/L),会出现入海江河水

质优良,而海水水质状况不优良的现象。目前我国

没有针对入海河口区水质评价的标准,采用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评价入海河口区,会导致水质评价结

果偏好,而用海水水质标准进行评价,则会导致河

口区域水质评价结果偏劣,评价结果均难以客观反

映入海河口区域水质真实状况,入海河口海域质量

状况需要科学评价。

3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议

3.1 健全源头管控,加强入海排污监管

入海排污口是陆源污染的主要源头,入海排污

口污染管控是防治近岸海域污染的重点工作,必须

加强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在查清入海排污口

的类型及主要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各类型入海排污

口管控措施,建设重点入海排污口在线监测系统,

实施动态监管。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

海排污口。开展砂质岸线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在

优质砂质岸线段禁止新建排污口,清理整顿超规排

放排污口,根据水文动力条件,尽可能将排污口离

岸排放,避免影响岸线景观和近岸水质。提高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提升入海排污口点

源减排效果。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沿海乡

村截污治污,增加污水处理管网铺设、污水处理厂

建设,减少农村面源污染对海洋污染的贡献。积极

落实《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

见》,推广生态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先进技术。

3.2 开展入海江河整治,减少入海污染负荷

实施主要入海江河综合整治,采取“一河一

策”,加大源头治理攻坚力度,对河口海域比较差的

珠江、练江实施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根据江河汇

入海湾的水质情况,明确入海江河整治目标和工作

重点。全面落实“河长制”,在重点海湾设立“湾

长”,逐步建立“湾长制”和“河长制”的衔接机制。

加大环境监督管理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推进

珠江八大入海河口上游、深圳河、练江、小东江等重

点入海河流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陆源污染

物排海量,减少入海营养盐总量。

3.3 加强用海风险防范,严控海洋环境风险

沿海工业园区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涉危化

品、重金属和工业废物(含危险废物)化工企业以及

核电企业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加强沿岸原油

码头、船舶等重点风险源专项检查制度,提升溢油

指纹鉴定能力,防范海域溢油风险。加强重要公众

亲水海域赤潮(绿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及

信息发布。加强海水浴场、电厂取水口水母灾害监

测预警,强化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预警信息通报。健

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构建事前防范、事

中管控、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海洋生态风险

防范体系。

3.4 实施洁净海岸带工程,强化海洋生态修复

加强陆源入海垃圾污染管控,充分利用卫星遥

感等高科技手段加强对近岸海湾海漂垃圾的监控

监测,开展“洁净沙滩”工程,定期开展港区、滨海旅

游度假区、海上施工作业海域海漂垃圾的整治行

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塑料污染减量入海评估

和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加强岸线岸滩综合治理

修复,对受损基岩、砂砾质海岸,采取海岸侵蚀防

护、植被固沙等修复工程,实施海岸防护,维护砂质

岸滩的稳定平衡,提升公众亲海岸线的生态空间品

质。推进建设“美丽渔港”,加强港容港貌整治,建

设魅力新渔区,提升亲海岸线景观。在符合防灾减

灾的要求下,推进生态海堤建设。在沿海重点海洋

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等海

域,恢复或重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

等生态系统,严守蓝色屏障。

3.5 强化海洋资源高效利用,坚持海洋经济绿色

发展

依据海洋资源生态价值差异和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先支持发展海洋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盘活围填海资源存

量,对合法合规围填海项目闲置用地进行科学规

划,引导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消化存量资源。

实施最严格的岸线开发管控,加强岸线节约利用和

精细化管理。严格环境准入与退出,严格落实海洋

生态红线的管理要求。加快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努



12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0年 

力突破制约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科技“瓶颈”。

深化海洋资源价值研究,逐步完善海洋资源的生态

价值研究,重点保护生态价值高的海洋资源,强化

海洋资源的高效和节约集约利用。

3.6 推动队伍建设,保障监测技能提能增效

科学优化海洋监测网络和布局监测点,加大入

海污染源监测力度,切实做好海洋公益服务监测,

扎实推进海洋专项监测,提升智慧监测能力,积极

应用在线监测、卫星遥感、浮标、无人机、无人船、雷

达岸基站等新型监测手段,全面提升溢油、危化品

泄漏、放射性等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响应能力。整合

全省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构建海洋环境监测大数据

综合分析和可视化展示平台,提升全省海洋环境监

测信息化水平。

3.7 深化合作交流,加强宣教监督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濒危物种保护、

海洋预报与生态减灾等方面的合作与研究;加强与

港澳合作,共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和珍稀

濒危物种的保护体系。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宣

教监督,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公众场

所,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海洋环境普法教育和海

洋环境警示教育,大力宣传海洋环境保护的意义,

增强公众海洋环境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建立海洋

环境监督网络和举报机制,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

权,促进公众参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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