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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海岸带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了海岸带地区发展。文章从我国

海岸带污染现状、成因、国际管理实践和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出发，概要介绍了我国海岸

带地区不同介质中污染物的分布状况，提出了污染源控制、生态屏障建设、污染环境生态

修复、区域规划等防治措施，以期为我国海岸带地区环境保护和管理政策制定提供思路。

关键词     海岸带，污染现状，防治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6.10.006

        

海岸带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约 60 km 的范围内，是关

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地球关键带。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大量污染物通过多种途

径被排放到海岸带中，高强度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已导致海岸带这一地球关键带功能

的退化。因此，探究中国海岸带污染现状并提出合理有效的污染控制对策将对保障海岸带

生态安全、保证民众健康、维护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从中国海岸

带污染现状、成因、国际管理实践、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海岸带环境保

护及管理提供有效可行的思路。

1 中国海岸带污染现状

1.1 常规污染物污染现状

营养盐、石油类物质及重金属是目前影响我国海岸带地区水体和土壤质量的主要常规污

染物。根据近两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于辽东

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近岸区域[1-3]，富营养化引发了浒苔的周期性暴发（图 1）。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主要分布在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区域；石油类则

主要分布于辽东湾、广东沿岸、莱州湾、台州湾等近岸区域[2,3]。海岸带区域近岸沉积物中的

铜、硫化物及个别监测点位的砷有超标状况存在[3]；锦州湾、胶州湾、杭州湾、长江口、连

云港、海南、香港、珠江口等近岸区域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较高[4,5]。2015 年，赤潮暴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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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累计面积是近 5 年来最少的一年，发现 35 次，累计

面积减少 2 835 km2 [3]。

1.2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现状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其在环境中难降解、易于生

物富集和较强的生物毒性，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我国

海岸带地区水体、沉积物、沿岸土壤、水生生物体内均

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检出（表  1）。滨海近岸水体有机

氯农药和多氯联苯浓度最高分别达 854 ng/L 和 476.9 ng/

L，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全球其他地区海岸带水体。相

应地，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在滨海沉积物中的浓度也

显著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最大浓度分别达 7 350 µg/kg 和

169.26 µg/kg。滨海沉积物中多环芳烃浓度显著高于美国

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低于欧洲地区。

1.3 新型污染物污染现状

海岸带新型污染物污染研究主要涉及到内分泌干扰

物、微塑料、药品和个人护理品、全氟化合物及溴代阻

燃剂。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滨海水体及沉积物中药品/抗

生素浓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内分泌干扰物浓度

持平或低于其他地区，但入海河流中的内分泌干扰物浓

度可高达 28 600 ng/L，是重要的污染源。溴代化合物和

微塑料在滨海沉积物中的浓度低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表 1   全球典型国家和地区海岸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现状

中国 美国 欧洲 亚洲**

水体（ng/L）
有机氯农药 1.5—854[6] <1—20[7] 0.01—0.7*[8]

多氯联苯 35.5—476.9[6] 0.138—0.708[9] 0.07—12.4[8]

沉积物/土壤（μg/kg）

有机氯农药 9.0—7 350*[10] 4.2—82.9*[7] 0.12—4.7*[11]

多氯联苯 17.68—169.26[12] <0.245—24.0[7] 2.5—33[9] 2.1—56[11]

多环芳烃 98.2—4 610.2[13] 1.4—1 102.2[7] 72—18 381[14] 116—987[11]

*表示以滴滴涕计量；**在本文中指代除中国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表 2   全球典型国家和地区海岸带新型污染物污染现状

中国 美国 欧洲 亚洲**

水体（ng/L）

内分泌干扰物
90.6—28 600*&

20.2—269*#[15] 3.57—416*[15] 35—934*[15] 320—2 760*[15]

药品/抗生素 0.08—15 163[16] 18—92.1[17] BDL—168[18] <0.06—6.26[19]

全氟化合物 ND—121[20] 0.99—120[21] 4.2—2 600[20]

沉积物/土壤

（μg/kg）

内分泌干扰物
3.6—299*$

59—7 808*?[15] 6.99—13 700*[15] 1 600—9 050*[15] <10—5 540*[15]

药品/抗生素 <1.95—184[16] BDL—32.7[17] BDL—50.3[18] <0.01—0.47[19]

全氟化合物 ND—4.31[20] BDL—1.3[20] 0.25—17.4[21] BDL—11.0[20]

溴代化合物 0.3—44.6[22] 1—2 645[23] 0.2—493[22]

微塑料(个/m2) 0—132 [24] 21—30 个/250 mL[24] 1 289 [24] 8 205—27 606 [24]

*表示以壬基酚计量； &表示入海河流；#表示胶州湾；$表示胶州湾沉积物；?表示南海滨海沉积物；ND表示未检出；BDL表示低于检出

线；**在本文中指代除中国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图 1    山东乳山银滩浒苔爆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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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洲地区；全氟化合物在水体中的浓度则与欧洲地区

持平，且低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整体而言，我国海

岸带新型污染物污染更值得关注，特别是抗生素污染，

而包括微塑料在内的其他污染物也不应忽视（图 2）。

图 2    上海三甲港某处潮滩塑料垃圾遍地现状

2   海岸带污染成因分析

2.1 区域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导致过度及不良空间竞

争，资源环境压力大 

我国海岸带地区承载了城市化、港口和临海工业

区建设、油气开发及养殖等多种功能，导致资源过度

开发和不良空间竞争加剧。快速城市化、港口和临海

工业园建设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剧增，海岸带环境承载

压力加大。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率基本每年递增一个

百分点以上。国家海洋局调查报告显示，蓬莱 19—3 油

田溢油事故造成蓬莱  19—3 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

约 6 200 km2 的海域海水污染。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自1992 年以来，海水产品总

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当年海水产品 934 万吨，其中

海水养殖产量 242 万吨；根据预测，2020 年我国水产养

殖产量将达4 000 万吨以上，产量增加值主要依赖海水养

殖。快速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对我国滨海湿地、近岸海域

等海岸带环境均造成巨大冲击，海水养殖正成为近岸海

域重要的污染源。

滨海湿地是海岸带区域截留污染物的最为重要的生

态屏障。然而，我国滨海湿地的保护通常让位于经济开

发和区域发展。在过去 50 年中，我国已损失了 53% 的温

带滨海湿地、73% 的红树林和 80% 的珊瑚礁。滨海湿地

的丧失造成海岸带自净能力的急剧下降。

2.2 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污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

我国海岸带区域低端型和资源与能源消耗型产业

结构特点并未根本改变，海洋开发利用方式仍然粗放，

资源开发利用质量、效率和效益较低的局面仍未扭转。

沿海地区工业园建设多是“偏重型”“偏地型”“偏污

型”企业，第三产业较少。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必然加

剧海岸带资源环境压力，导致大气、水体及土壤污染。

近 10 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

量分别增加 60%、120% 和190%，对海岸带区域环境质

量产生严重威胁。

我国海水养殖以粗放养殖为主，导致沿海废水直接

排放的养殖方式和养殖区仍然普遍存在。

2.3 海岸带污染跨行政区域特征突出，监控及治理难度大

河流是近海污染物的主要输入源。据调查，在引

起渤海污染的原因中，陆源污染物占入海污染物总量

的 87%，而经河口排入渤海的污染物占陆源污染物的

95%。我国的入海河流中，注入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

洋的流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 65.2%。如此巨大的流域面积

覆盖了众多的行政区划单位。除此以外，我国海岸线北

起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口，南至中越交界的北仑河口，全

长约 181 000 km。这些因素均大大增加了海岸带污染的

监控与治理难度。

2.4 环保与法制意识淡薄，相关科学技术薄弱，无法满

足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及行政调控需要

由于环保与法制意识淡薄，沿海地区超标入海排污

及污水直排入海问题突出。2013 年 11 月，我国海洋环境

监测部门对 156个陆源入海排污口进行监测，其中有一

半的入海排污口向邻近海域超标排放污水。广西环保厅

提供信息显示，沿海的钦州、北海和防城港三市每年约

有 3 000 多万吨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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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规划及行政调控均需要建立在

对海岸带过程的深入认知及相关科研人才的培养与储备

上。我国海岸带学科建设起步晚，科研投入不足，科研

基础弱，国内缺乏海岸带学科的相关科学技术人才及培

养机构，科技创新对海岸带开发利用的引领和支撑不

足。这些均限制了国家在海岸带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及

行政调控方面的决策能力，从而造成了海岸带区域发展

的盲目性，进而引发区域环境污染问题。

3 国际海岸带管理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海岸带规划管理工作的国

家之一， 197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岸带管理法案》

（CZMA），并于 2000 年进行了修订，内容涉及到海岸

带的生境和生物多样性、灾害、水体质量、依赖性用途、

公众可达性及社区发展等领域[25]。美国强调在海岸带管理

工作上由联邦与州之间合作管理，本质上由沿海各州和当

地政府贯彻执行；同时还综合多部门数据积极制定海岸环

境评估方案①。

欧盟从 1996 年开始开展海岸带管理实验项目，制定

了相应的海岸带可持续发展指标，并在近年来开始将关注

点转向“陆海统筹”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上，强调海岸带地

区各种活动的协调发展[26, 27]。

亚太区域因海岸线绵长、海岸带地区广阔，一直以

来重视海岸带环境管理，特别是 1995 年以后亚太各国和

地区加强了海岸带管理立法和综合性实践活动。亚太各

国和地区以海岸带综合管理（ICZM）为基本理念，逐步

开展如海岸带脆弱性评价、先进评价及管理方法在传统

海岸带系统中的嵌入研究、政府机构内部协作及政府间

合作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管理实践活动[28]。

除了政府及联合国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未

来地球海岸计划”组织（Future Earth Coasts, FEC）、

“红树林行动计划”（MAP）和“自然保护”组织

（TNC）等也在海岸带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我国海岸带污染防治措施建议

4.1 污染源控制

污染源控制是海岸带污染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治措

施，陆源和海源是海岸带污染的两大来源，而其中以入

海河流携带、污水排放及农业面源为主的陆源污染占主

导污染源地位，污染源控制应陆海统筹兼顾。

在控制陆源污染方面，需要：（1）从政策上倡导以

绿色生产为主的产业布局，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工艺，淘

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2）加强污水集中处理

力度及总量控制强度，综合不同污染物浓度及分布测算

入海河流及各海域环境容量，合理制定各海域纳污容量

及非点源污染物的削减总量；（3）重视并加强对农业面

源污染的有效控制，推广农药、化肥的合理施用技术并

提高其利用效率，开发环境友好型农药、化肥；（4）对

各陆源污染源进行有效监管，加强区域污染联防联控，

加强环境监测并逐步建立完善海岸带环境监测管理系

统，强化海岸带环境监控及预警能力。

海源污染控制应：（1）有效监控海上油气平台、船

舶及临港产业，严格控制其污染物排放，建立突发性污

染（如溢油）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理预案，建设并逐

步完善海上污染实时监控、应急监测及相应信息保障系

统；（2）加强对海上倾倒活动的动态跟踪监控，严格控

制倾倒总量，加大对倾倒行为的执法力度，定期评估倾

倒区域环境质量，建立并完善海上倾倒监控管理体系；

（3）合理规划管理近海养殖活动，提倡并鼓励生态养

殖，严格监管种苗、饲料、药物的投入使用，推动环境

友好型饲喂药物的研发，规划并实施近海养殖区的环境

监测及生态修复工程。

4.2 生态屏障建设

海岸带地区的生态屏障目前以沿海防护林和滨海湿

① https://www.epa.gov/national-aquatic-resource-surveys/national-coastal-condition-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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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主体功能在于改善海岸带地区生态环境、抵御

自然灾害、截留陆源污染物、改善土壤特别是盐碱土壤

生境及涵养水源等方面。海岸带生态屏障的构建对于海

岸带营养盐、重金属等造成的污染防控将具有可观的潜

力。例如，典型滨海湿地（如热带红树林）能够有效降

低进入土壤和海洋的重金属量。

4.3 海岸带污染环境生态修复技术措施

微生物修复措施在海岸带污染治理特别是石油与农

药等污染环境修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微生物降解有机

污染物具有高效、廉价、无二次污染的优势。

海岸带污染环境的植物修复措施主要通过栽培种植

耐盐植物和海洋植物实现。目前已被证实具有较强污染

物吸收、降解能力的耐盐植物有海蓬子、碱蓬、芦苇、菊

芋、油葵等。海洋植物中可被用于污染修复的主要是海

草及大型海藻。其中大型海藻更多地被用于近海养殖特别

是鱼类养殖区共生栽培，可有效吸收 N、P 等营养盐，同

时提高养殖经济效益。海草则对重金属具有较高的吸收容

量，在海岸带重金属污染修复方面具有一定潜力。

与生物修复等方式相比较，光降解具有受限条件

少、应用范围广的优势，已被认为是降解去除海岸带近

海及土壤中污染物的有效方法之一。

4.4 区域科学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

未来海岸带区域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

区域科学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高度关注区域环境

质量和保护问题，重视区域发展和环保法规的制定。要以

“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为契机，大力发展“蓝碳经

济”[29]。要把海岸带科学发展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同时，要强化海岸

带学科的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海岸带科学研究

投入和人才培养储备工作。通过上述多种措施，实现我国

海岸带的平稳、安全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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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岸带污染问题与防治措施

Coastal Zone Pollution and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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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n as an important Earth’s critical zone, the coastal zone is dramatically influenced by the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The coastal 

zone hold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coastal areas in 

China have been polluted with varying degrees t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g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astal 

zone pollution in China including pollutant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coastal media, pollution causes, international coas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deas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y making for the coastal zon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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