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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域水环境要素分析 ) ) ) 江苏海域环境质量分析之二

丁贤荣 张 鹰

提要 在 ! 和 年 次海洋环境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相同水质要

素时空比较分析 江苏海域的溶解氧 !磷酸盐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 种主要海水化

学因子具有时空变化特征 其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灌河口 !扁担港口 !射阳河口 !川东

港和长江北支口北侧 且河口 ! 近岸值高 向海含量渐小 不同年份 ! 季节也有变

化 ∀沿海水化学性质主要受陆源排污 农田化肥等 影响 主要是入海河流携带污染

物 !海洋生物作用和本海域水体运动特征的影响 此外 溶解氧变化还受到水温变化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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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世纪 年代初的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 到 年代末的海洋污染基线调查 江苏省进行

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海域水环境状况调查 较全面地

了解到两个时期内沿海区域主要海水化学因子的分

布和变化情况 ∀ 两次调查的范围基本相同 为北纬

β χ到长江口北支口外 ! 海岸线到距岸大致

的水域 ∀在两次调查之间的 年代初 还有一次海岛

资源综合调查 其中也进行了水环境要素的信息采

集 只是采集范围仅限于灌河口以北的海州湾海区和

长江北支水域 ∀

以下就 次调查中得到的溶解氧 !磷酸盐 !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 种主要海水化学因子在我省海域的

分布 依不同季节 情况 ≈ ∗ 和 年内的变化情况

作一阐述和分析 ∀

溶解氧

溶解氧的分布 以 月份的调查结果为

例 下同

江苏沿海南北水域的平均量值与差异

海州湾 ∗ 辐射沙洲 ∗ 长

江口 ∗ 南北差异不大 海州湾略高一

点 这与北部水温稍低有关 ∀

近岸与远岸差异 远岸水域的氧含量较

近岸稍低 ∀

垂向分布 表层溶解氧含量与底层含量

比较接近 年 余个测站的四个季节调查结果

和 年 个测站的两个季节调查结果基本都是

如此 个别季节有不超过 的含量差值 局部水域

测站平均值 ∀

溶解氧的变化

季节变化 由表 可见 年冬季代

表月 月的溶解氧值最大 夏季代表月 月的溶解氧

值最小 月和 月代表春 !秋季 它们的溶解氧值接

近 ∀ 年也基本如此 仅有 月和 月资料 ∀

多年变化 以海州湾海区为例 试述

年年平均 ! 年和 年代表月的溶解氧含

量 以此描述沿海水域的溶解氧多年变化情况 ∀各年

溶解氧含量见表 年的溶解氧含量各项特征值



≥ ∂

较以后各年都明显要低 ∗ 年最高 年

各值又略有回落 ∀ 年与 年的同季节比较 除

个别特征值外 表 ! 底层的各值都是 年的小于

年的 ∀

溶解氧分布与变化分析

近岸与近海差异 沿海大部分水域和大多数季

节 远岸水域的氧含量要比近岸稍低 年除 月

表层 ! 年除 月 其它年份季节都是如此 ∀这是因

表 1 各季度月溶解氧含量特征值

Ταβ .1 Σεασοναλ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δισσολϖεδ οξψγεν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为沿岸海洋浮游植物生长相对近海旺盛 在真光层中

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够产生大量的氧气 尤其是在

夏季更明显 ∀

水温对溶解氧含量的影响 年各季节代表月

明显呈现水温低则氧含量高 !水温高则氧含量低的特

点 ∀ 月的水温最低 则溶解氧值最大 月的水温最

高 则溶解氧值最小 月和 月 年是 月和

月 水温差异不大 所以溶解氧值也接近 ∀

据有关资料介绍 江苏沿海水域水中溶解氧基本

呈饱和或接近饱和状况 若陆域排放有机污染物质过

多 会使水中溶解氧减少 当藻类等浮游植物大量繁

殖 则溶解氧会增加 甚至可呈现过饱和现象 ∀

磷酸盐

磷酸盐的分布 以 ! 年的调查

结果为例

沿海南北水域的量值与差异 海州湾

∗ Λ 平均 Λ 辐射沙洲 ∗

Λ 平均 Λ 长江口 ∗

表 2 海州湾海区各年溶解氧含量特征值

Ταβ .2 Αννυαλ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δισσολϖεδ οξψγεν ιν τηε Ηαιζηου Βαψ Λ 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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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平均 Λ 同月份南北水域的磷酸盐

量值差异主要表现在最大 !最小值 三个海区的平均

值相差不大 ∀

近岸与远岸差异 总的趋势是 无论表

层还是底层 近岸水域的磷酸盐含量较远岸 近海 要

高 ∀不同季节 近岸与远岸磷酸盐的差异是不一样

的 ∀冬季和夏季 垂直海岸方向的磷酸盐含量变化小

春季和秋季变化大 ∀

垂向分布 表层与底层磷酸盐含量比较

接近 年 余个测站的四个季节调查结果和

年近 个测站的调查结果基本都是如此 ∀

年两个季节的表 !底层磷酸盐含量则相差较大 尤其

是平均值 ∀

磷酸盐的变化

由表 可见 年和 年各季节中

秋季代表月 月的磷酸盐含量最高 其次是冬季代

表月 月也比较高 春 !夏季代表月的磷酸盐含量较

低 ∀与全省沿海的季节变化较一致的是

年海州湾海域 月与 月的磷酸盐含量仍是最低的

但最高代表月是 月 月次之 ∀

表 3 各月磷酸盐含量特征值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3 Μοντηλψ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πηοσπηατε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表 4 海州湾各年磷酸盐含量特征值 !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6 Αννυαλ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πηοσπηατειν τηε Ηαιζηου Βαψ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磷酸盐分布与变化分析

近岸与远岸的差异 从 年到

年的 次调查都可以看出 近岸水域的磷酸盐含量普

遍比远岸要高 这一现象也说明磷酸盐主要来自陆

地 ∀农田农药 !化肥里的部分磷随地面径流流入海洋

也有一些是从化工企业直排入海 使得河口附近水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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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月硝酸盐含量特征值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5 Μοντηλψ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νιτρατε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表 6 海州湾各年硝酸盐含量特征值 !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6 Αννυαλ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νιτρατειν τηε Ηαιζηου Βαψ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月 月的硝酸盐含量最高 其它季节的调查值相差不

大 ∀与全省沿海的季节变化一致的是 年

海州湾海域 月的硝酸盐含量明显高于其它月份 但

月份底层平均值也比其它月稍大 ∀ 年 月的调

查结果也比 月的要大 ∀

硝酸盐分布与变化分析

近岸与远岸的差异 从 年到

年的 次调查结果反映出近岸水域的硝酸盐含量普

遍比远岸要高 究其原因应同于磷酸盐 主要是来自

磷酸盐浓度提高 再逐步向远岸水域扩散 ∀

沿海水域磷酸盐含量分布 射阳河口 !灌

河口附近始终为全省的最高值 其它几条河流的入海

口磷酸盐含量也较高 如苏北灌溉总渠 !临洪河等 ∀

硝酸盐

硝酸盐的分布 以 ! 年的调查

结果为例

沿海南北水域的平均量值与差异 海州

湾 ∗ Λ 平均 Λ 辐射沙洲

∗ Λ 平均 Λ 长江口 ∗

Λ 平均 Λ ∀秋 !冬季代表月的硝酸盐含

量是沿海中部偏高 长江口水域 !海州湾偏低 春 !夏

季代表月在灌河口与废黄河口之间 !吕四港外有两个

硝酸盐含量高值区 其它水域含量渐小 ∀

近岸与远岸差异 总的趋势是 无论表

层还是底层 近岸水域的硝酸盐含量较远岸 近海 要

高 ∀

垂向分布 就平均值看 全省沿海水域

表层与底层硝酸盐含量的差异依季节而不同 夏 !秋

和冬季比较接近 而春季 月 相差很大 年

余个测站的四个季节调查结果和 年 个测站

的调查结果基本都是如此 见表 ∀ 年四

个季节的调查结果则与 ! 年不同 平均值相

近的季节是春 !秋 而冬 !夏相差较大 ∀

硝酸盐的变化

由表 和表 可见 年各季节中 春季代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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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月亚硝酸盐含量特征值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7 Μοντηλψ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νιτριτε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表 8 海州湾各年亚硝酸盐含量特征值 年为 Λ 年为 Λ

Ταβ .8 Αννυαλειγενϖαλυε οφ νιτριτειν τηε Ηαιζηου Βαψ Λ Λ

时 间

年月

站位数

个

表 层 底 层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陆域的结果 ∀

季节的差异 一年内硝酸盐含量以春季

为最高 月份的量值要明显大于其它月份 这种现

象在 ! 和 年都十分突出 认为主

要是春季农田化肥使用量大 !雨水充沛 河流携硝酸

盐入海多的结果 ∀

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在江苏沿海水域的分布和变化状况 与

硝酸盐的状况相仿 只是存在含量偏小 !一年中各月

之间含量差异不大和平面分布有差异的特点 ∀见表

! ∀

结论

从以上介绍和分析可见 江苏沿海水域的溶解

氧 !磷酸盐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分布和变化 主要受

陆源排污 农田化肥等 通过入海河流携带 !生物作用

和海域水体运动的影响 溶解氧还受到水温的影响 ∀

江苏沿海水域溶解氧基本呈饱和或接近饱和的

这种状况 对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十分有利 若不

注意防止入海河流携带陆源有机污染物 预防因赤潮

引起的藻类大量繁殖 则有可能导致水中溶解氧不足

或过剩 影响海域动 !植物的正常生长 ∀

沿海水域磷酸盐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的高值

区随年份 !季节的不同而有差异 主要分布在灌河口 !

扁担港口 !射阳河口 !川东港和长江北支口北侧 且河

口 !近岸值高 向海含量渐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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