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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圈海岸带水环境问题探讨※

盛彦清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省海岸带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烟台 264003）

摘  要：入海河流及近岸海域等滨海水体的水质状况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密切相关。当前，在全省各级环保及海洋

等职能部门的大力监管及各项保护措施的实施下，海岸带水环境污染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并逐步好转，但在部分区域依然存

在河流下游河段至河口监管不到位、河海分界模糊、水质标准与监测方法各异等诸多问题，这给水环境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

难。“流域-河口-近海”体系下的陆海统筹管理模式是保障海岸带水质的必然选择，同时，针对现存问题，加强河口海岸带

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提出或制定相应监测标准或管理依据对蓝色经济圈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的保障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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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Yanqing 

(Coast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Province,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Shandong 264003)

Abstract: Water quality of rivers and coastal water bodie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At present, water pollution degree has been decreased through strict management and many environment steps 

adapt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 need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management of downstream 

to estuary, division of riverine and marine region and different Standards for water/sediment quality and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odel of “river-estuary-coastal zone” should be selected to protect coastal water quality. Making corresponding 

analysi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tect water quality, contributing to the blue economic zone of Shandong 

Peninsula. Furthermore, study of coastal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realiz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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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区、环境变化的敏感 

区和陆海交叉耦合的生态脆弱地带，同时也是沿海

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在我国，仅占国

土面积14%的沿海地区承载着全国41%的人口，并

且创造了60%的国民生产总值[2]。入海河流及近岸

海域是构成海岸带的重要元素，良好的水域环境是

承载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全球入海河

流的流域总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80%[3]，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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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海域海岸线漫长，入海河流1500 多条，入海

径流量超过1.88 万亿m3，其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

面积的44.9%[4]。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工业

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海岸带水环境污染，特别

是陆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已对该区域的环境质量

和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部分地区的发展已经

受到了当地环境承载力的制约，近岸海域水环境污

染已经成为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因

此，及时研究和认识海岸带水环境所存在的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治理措施和水环境保护对策，

协调海岸带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对于海岸带可持续发展以及其水环境的综合管理至

关重要。

1 山东蓝色经济发展区与海岸带水环境

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全省陆地海岸线 

总长3345公里，约占全国的1/6。其中蓝色经济规

划主体区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

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

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

面积6.4万平方公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国家

区域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建设现代海

洋产业集聚区、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

济改革开放先行区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如图1

所示）。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该区域已经面

临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不相协调的问题，其中入海

河流和近岸海域的水环境问题已经明显地制约了蓝

色经济建设的步伐，海岸带水环境质量的保障与管

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图1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及其流域水系分布

2 山东半岛主要入海河流及海湾水环境质量现状

近年来，随着各项环保措施的加强以及海域 

综合整治、河道生态修复与生态环境保护等举措

的陆续实施，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好

转，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海岸带水

污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以小清河为例，据《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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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海洋环境公报（2009、2010）》显示，2009年小

清河化学需氧量的人海量为356168吨，2010年减少

为113367吨，但入海重金属总量却从2009年的61吨

增加到了2010年的661吨。除此之外，根据作者于

2012年7月对小清河整个流域（济南市区至寿光河

口整个河段的干流及支流）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

小清河流域氮污染最为严重，所有采样点水质均呈

地表劣V类。其中济南市区下游的小清河干流、孝

妇河是氮负荷最高。磷的污染也比较严重，尤其是

济南市区下游的小清河干流以及杏花沟、孝妇河、

淄河的中下游河段，磷的污染最为严重。值得庆幸

的是，所有站位重金属含量较低，均达到地表I类

水质标准。总的来说，支流孝妇河水质污染最为严

重，其次是位于济南市区下游的小清河干流河段以

及小清河干流的中下游河段。除此之外，潮河、虞

河、界河、黄垒河、五龙河及大沽河等主要入海河

流的河流水质也不容乐观，其中青岛市区入胶州湾

河流的功能区达标率仅为15.4%[1]。另据国家海洋

局公布的《2008-2011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连

续四年的数据显示,莱州湾、胶州湾等重点海湾近

岸海域一类海水区域面积逐年缩小，表明污染范围

在逐年扩大，其中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莱州湾

西南岸及胶州湾近岸海域。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河流高负荷陆源污染 

输入是造成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5]，近

岸海域水环境污染逐步呈现立体化、复合化的新

趋势，同时伴生水体缺氧等关键环境问题[6-9]。然

而，加强海岸带及海洋开发是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必然选择，如何防止海岸带开发带来的水环

境污染、实现海岸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

赢确实是当前需要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

3 海岸带水环境管理的问题与建议

3.1 入海流域及近岸海域水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正处在建设蓝色经济区的关键时期，海 

岸带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

极，山东半岛流域及近海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是蓝色

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源动力之一，有效遏制水环境污

染态势并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至关重要 [10]。长期

以来，我国在海岸带水环境管理方面一直比较模

糊，部分区域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并存，同时，流

域-河口-近海体系下水质标准与监测、评价方法各

异[11-13]，很难实现水环境的陆海统筹管理。而且，

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我国的海岸带管理还是以获

取资源最大化为目的，可持续利用还只是一个兼顾

发展的目标或者停留在规划文本上的蓝图。对于水

环境的综合管理尚存在诸多问题：

（1）入海河流下游至河口区段存在监管盲 

区：当前，在山东省环保厅、海洋渔业厅等职能部

门的大力监管下，全省绝大河流水质出现了明显好

转，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

是，对于入海河流，相应监管还需要加强。由于多

种原因，大部分入海河流在河流下游至河口区段沿

岸没有铺设或形成沿河道路，这给环保部门的定期

采样工作带来困难，因此河道下游的污染负荷往往

较重。以莱州湾南岸的淄脉沟、虞河、白浪河及胶

莱河等河流为例，上述河流的最后监测断面均位于

320省道的桥下，而该桥距离入海口还有约15公里

的距离，因此这些河流在省道以下的河段也就成为

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盲区，甚至部分河道已经演变

为当地企业的违法排污渠道，近岸海域的环境承载

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样，在山东半岛北部的

部分入海河流也存在类似情况。

（2）陆海分界尚未确定：除自然条件制约带 

来的监管不便之外，流域陆海分界的模糊也是造成

海岸带水环境监管乏力的原因之一。还是以莱州湾

南岸河流为例，320省道以下多长河段归环保局管

辖？潮间带及河口是否归海洋渔业局管辖？河口混

合区的范围如何界定？这些基本问题目前尚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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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这也给相关职能部门施政措施的执行带来一定

困难。因此，对于执法监管部门来说，难免会出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现象，河流下游、河

口及其相邻海域水环境一直缺乏有效监管；而对于

排污企业来说，一些企业负责人则心存侥幸，或者

在“占便宜”等畸形心态或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利用法律和管理制度的漏洞肆意排污，使得近岸海

域水环境质量恶化态势很难实现根本性改观。

（3）水环境质量与监测标准没有统一：水环 

境质量标准是界定水质优劣的重要依据。我国对

河流湖泊等淡水体系的水质标准采用《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海水水质标准采

用《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尽管两套

标准中绝大部分污染污染物的名称相同，但相应指

标的限值和监测方法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河口

混合区到底适用于哪一套标准很难界定。比如，对

于氨氮指标，即使是满足地表水二类标准限值的

水体进入近岸海域，也会造成无机氮指标超四类海

水标准。还有，由于海水中高浓度的氯离子会干扰

CODCr的测定，所以往往淡水采用CODCr作为化学

需氧量的表征，而海水却采用CODMn，由于二者的

换算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很难量化淡水CODCr

输入对海水CODMn的贡献。同时，对于沉积物质量

的评价，海洋沉积物环境质量执行《海洋沉积物质

量标准》(GB 18668-2002)，而河流等淡水体系沉

积物的环境质量则没有相应的质量标准，而沉积物

往往会通过空隙水直接影响上覆水的水质。

3.2 “流域-河口-近海”统筹管理模式的建议

 海陆一体化是近年来海洋经济研究领域的新 

课题，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广泛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

发展模式，其运作方式具有综合、高效等优点[14]。

因此，对于入海河流及近岸海域水环境的保障与维

护，亦建议采用“流域-河口-近海”体系下的陆海

统筹管理模式。该模式可以通过加强水利、环保、

渔政、海洋等多部门联合措施，采用多种方法策

略，结合流域污染输入方式及近岸海域的水质变化

状况，进一步加强对海岸带水资源的利用及水环境

质量的保护。同时，继续推行现行的各类环境保护

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海陆统筹、河海兼顾

的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河流及近岸海域的环境承载

力，逐步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

针对当前入海河流河海分界模糊、流域及近海 

执行两种水质标准且均有依据的问题，可以根据河

流最大泄洪纪录、最大潮水上溯高度及日常潮汐纪

录、河水盐度及SO4
2-和CL-等关键离子浓度的变化

区域及沉积物地球化学过程等研究结果，科学划定

不同流域河海分界的界限及河口混合区的设置；针

对水环境质量与监测标准没有统一的问题，可以通

过深入研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海水水质

标准》的异同，探讨共同污染指标通用的可行性，

同时尝试不受水体盐度影响的不同监测手段，如采

用紫外吸收感光探头溶解氧、COD等，从而寻找

共同的监测方法，建立统一的水质标准，提出河口

海岸带水环境综合评价标准。而对于沉积物，则应

该加强河流沉积物质量基准的建立。

此外，由于入海河道大多位于工业及人口密集 

区域，所以河道纳污负荷较高，且河道淤泥堆积严

重，甚至在部分河段已经出现明显的沼泽化迹象。

长期以来，由于河道清淤成本及淤泥堆存问题，当

地水利部门往往采取调水或洪水冲淤的方式进行疏

浚，因此进一步加剧了陆源污染的输入。作为陆源

污染输入的最后一道屏障，入海河道的水质改善对

于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的保障至关重要。当前，在

我国大多数区域，由于多种原因，即使是当地环保

和水利部门联合实施的河道截污工程，往往也无法

杜绝流域沿岸污染的直接排放。河道水质原位修复

及近岸海域生态恢复是当前改善河道水质并减少陆

源污染输入的主要技术手段[15,16]。因此，在当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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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应加深对山东半岛污染河流及

近岸海域水质污染过程与机制的基本认识，因地制

宜，开展污染河道的水质修复工程，切实削减河流

陆源污染的输入负荷。

4 结语和展望

海岸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增长极，不论 

是在沿海亚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或和上海，还是

海洋经济初具规模的浙江和山东，海岸带资源开发

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将永远存在，其中水资

源利用与水环境保护尤为明显。问题的关键不是这

些矛盾或冲突是否出现或者何时出现，而在于人类

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管理有效削减这些矛盾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即如何实现在海岸带水环境基本稳定甚

至略微恶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实现“绿色

GDP”）。因此，海岸带水环境的保障与管理是一

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单需要“流域-河口-近

海”体系下的陆海统筹全程监管，还需要尽快明确

河流陆海分界依据、水质标准与监测方法的统一、

沉积物质量基准建立、近海水质修复与评价等一系

列科学或技术问题，只有保障和营造健康的海岸带

水环境才能为蓝色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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