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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岸帯水污染现状Ｒ其修复

◎ 孙韶玲 盛 彦清

海岸带无论 对地球生态与气候的 调节还是对人类经济与社会 的 发展 ，
均起到

举足 轻重的 作用 。 我国 海岸带的 水环境和水污染控制 以 及水体修复技 术和 法制化

管理 等问 题值得关注 。

海岸带是海陆交替的过渡带
，
兼具陆地和海洋之 分

，
指海岸线 （平均大潮高潮时的水陆分界的痕迹线 ）

双重特性 。 由 于拥有独特 的资源禀赋 ，
海岸带及其相以上 2 0 0 0 米沿岸 陆地的狭 窄地 带 ；

第二是 干出 滩 （
海

邻区 域在我 国乃至全球都是经济发展 的强劲驱动带 。滩或潮间 带 ）部分 ，
指介于海岸线 以下至 0 米等深线之

然而在陆海相互作用和人类活动干扰下 ，
海岸带 的生间 的潮浸地带

；
第三是潮下带部分

，
即水下岸坡

，

指 0 米

态环境与功能逐步退化
，

有限的环境承载力 已成为制等深线至 1 5 米水深的下限地带 。

约海岸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因素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 1 ． 8 3 4 万公里
，
海岸带面积 3 1

本文从海岸带的界定与功能出发
，
介绍我 国海岸亿公顷

，
约 占全 国土地总面积的 3 ． 2％ 。 我 国 的海岸带

带 的水环境现状及水污染控制 与修复 的相关技术 ，
并北起辽宁省的 鸭绿江 口

，
南至广西壮族 自 治区 的北仑

结合海岸水污染相关的政策 、
法规及标准

，

提 出海岸带河 口
，

大体呈一向东南外凸的弧形 。 我 国拥有海岸线的

水环境综合管理的对策和建议。沿海省市 自治区 为 1 2 个
，
其 中除台湾以外

，
下辖 1 1 3

治 山 ｉｉｆ ｍ —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
，
占全国 国土面积的 1 4％

，
而

；毎 界足与功 苜泛

集 聚 的人 口 占全国 4 0 ％以上
，
ＧＤＰ 占全 国 6 4％以上 。

关于海岸带的界定
一

直比较模糊 ，
不同 国家或地海岸带 区域是我 国经济活力最充沛的狭长经济地带 ，

区有所不同 。 例如
，
美 国 1 9 7 2 年颁布 《海岸带管理法 》也是我国经济的 主体增长极 。

中的定义是 ：

“

海岸带系 指邻接沿岸州 的海岸线和彼此海岸带区域具有综合功能 。 海洋是大气中水汽和

间有强烈影响 的沿岸水域 （包括水中 的和水下的土地 ）热量的重要来源 ，
参与整个地表物质和能量的平衡过

及毗连的滨海陆地 （包括陆上水域和地下水 ） 。 这
一

地程
，
成为整个气候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能通过吸

带包括岛屿 、 过渡区与潮间 带 、 盐沼 、湿地和海滩 。

”

韩收二氧化碳缓解地球温室效应 ，
对局部气候有调节功

国 《公有水面及海岸带管理法纲要 》的定义是 ：

“

海岸带能。海岸带是海陆的交接带和过渡带 ，其生态 系具有复

指的 是以海岸线为基准的 海上
一部分和背后陆地一部

分为对象而 区划的地域 。

”

我 国 《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 ｜海岸线

源综合调查简明 规程》的定义是 ：

“

海 岸带是指海水运 ｜Ｉ

动对于海岸作用的最上限界和邻近陆地 、 潮 间带以及 ｜

海水运动对于潮下带岸坡冲淤变化影响 的范围 。

” 丨

丨

｜

多
＝

均大潮 高潮面 ｉ

这里参照国家海洋局颁布实施 的 《
海岸带调查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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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程 》 ，

将海岸带范围确定为三个部分 ：第一是海岸部 ｜ ｜海岸下带＞
｜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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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边缘性和活跃性。海岸带区域是陆海两类经济荟 2 0 0 3 年 的 1 4 ．2 万公里
2

上升到 2 0 1 0 年的 1 7 ． 7 万公里
2

，

萃的地区
，
生产力内外双向辐射 ，成为社会经济地域 中平均每年以 0

．
5 万公里 2 的速度增长 。 2 0 1 0 年近岸局部

的黄金地带
，
无论现在或将来

，
都是我国海洋经济建设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面积约 4 ． 8 万公

的核心和基干部位。实施海洋开发和发展海洋经济 ，
对里

2

。 到 2 0 1 1 年 由于国家加强了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的

扩大生存与发展空间 、缓解资源特别是能源压力 ，
以及保护

，
总排污量有下降趋势 。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具重要作用。 海岸带区域的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涉及生产和生活的众多方面 ， 任何一种开海序芾汚梁水 的水质修戛

发活动都可能对海岸带的其他资源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关于海岸带污染水体的水质修复技术的研究 ，
目

我 国较早开展对海岸带功能的研究
，
主要是关于前刚刚起步 ，

绝大部分研究还停留于实验室模拟阶段 ，

海岸带区域资源价值量核算理论体系 ，
以及关于滨海成熟的工程技术相对较少。 与污染河道 的水质修复相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的研究。类似
，海岸带环境修复亦可采用结合物理 、化学 、生物

洱序芾水质状 ／允与 7＾来聰
删泊的修复而言

，
海岸带生态环境修复存在更多的

海岸带是陆域污染的主要受纳区域。 从在海洋污技术难度 。 海岸带特殊的水质水文条件及相对开阔 的

染物总量中的 占 比来看 ，
河流及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水域

，
使得工程操作往往具有更大难度

，
而且适合在海

（外源污染 ）输入约 占 8 0％
，
海水养殖饲料投放 、海洋水中生存并具有强修复功能 的植物也相对较少。 鉴于

沉积物 内源释放 （ 内源污染 ）及大气沉降等约 占 2 0％海岸带特殊的地域特征 ，
目前的水质修复技术主要集

左右。 2 0 0 9 年 由河流人海的 主要污染物总量为 1 3 6 7中在利用微生物及植物对近海富营养化和石油污染的

万吨
，

1 0 年约增加 2 8 ． 4 ％
，
2 0 1 1 年开始由 于国家加强修复技术研究 ，对物理或化学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

了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 ，总排污量有下降趋势
，
但物理或化学修复

是总量仍在 1 0 0 0 万吨以上。人海的主要污染物有重铬发生溢油等突发事件时 ， 需要紧急阻止石油及其

酸盐指数污染物、石油类 、营养盐 （氨氮 、总磷 ） 、重金属他污染物扩散 ，
尽量缩小海域污染面积 ，

此时难以用机

（铜 、铅、锌 、镉 、汞 ）
和砷等。尤其在与城市毗邻的海域 、械方法回收

，

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围栏对受污染的海

港 口
、
海湾及河流人海 口

，
氨氮 、

油 和无机磷的污染较域进行隔离
，形成封闭海域 ，然后对封闭海域进行循环

为严重。处理 ，或在可能发生危急的情况下 ，向水中喷洒化学药

1 9 9 7 年 国家环保局和 国家海洋局共 同制定颁布剂
，
进行化学消解。 在遇到大量石油泄漏的情况下

，

可

了 《海水水质标准 》 （
ＧＢ 3 0 9 7 － 1 9 9 7

） ，
提出从第一类到投加凝油剂使原油凝固成胶状油团漂浮于水面 ，

然后

第 四类的海水水质分类 。 据国家海洋局 《 2 0 1 3 年中国用拖网 回收 。

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
，
我国符合第二类以物理化学法在溢油初期能有效防止溢油的扩散及

下 、 甚至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主要集 中在漂移
，
对去除大片油污的效果比较显著 ，

但是用物理方

近岸海域
，
即海岸带 ，其中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法很难去除海水 中溶解的污染物 ，

用化学法要向海水

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 、辽东湾 、渤海湾 、莱州湾 、江中投加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
很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苏盐城、长江 口 、杭州湾 、珠江 口 的部分近岸海域 。 我所以
，物理化学修复的应用较少

，
仅用于应对溢油等突

国绝大部分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
“

亚健康
”

发事件 。

状态 。微生物修复

2 0 0 3— 2 0 1 3 年
，
我 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形势逐年利用微生物和植物等的生态修复是治理海岸带污

恶化 。 近海水质劣 于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的面积 ，
从染水质的重点 。

＿」 」 ＿如何治理由富营养化诱发的赤潮 ，

一直是海洋环



海水水质分类 （ＧＢ 3 0 9 7
－

1 9 9 7
）

境保护 中的突出问题
’
而合适的微生物种群能够有效

＿空二＾第二＃駐类


第 1 3 类抑制赤潮频发或防控赤潮风险 。 目前
，
利用溶藻微生物

适用 于海洋 适 用于 水产养殖 区 、 适用于一般 适 用于 海洋或称溶藻菌对付赤潮藻类
，
是治理赤潮的重要方法 。

渔 业 水 域 、 海水浴场 、 人体直接 工 业 用 水 港 口 水 域 、

命屯 祖脑曲Ｓ ／ｕ
．？

、

海上 自 然保 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 区 、 滨海风 海 洋开发作最近研究发现
，
海源菌属 （／ｄｗｍｏｍｉａ ） 、 盐单胞面属

护 区和珍稀 或娱乐区 以及 与人类 景旅游区业区（丑ａ／ｏ／ｍｗａｓ
）具有杀藻活性。菌株 ＳＰ 4 8 通过间接方式杀

盖】產

接有关的工＊赌类 ，该難外滅贿 （舶肺酵母㈣ 条件Ｔ

可以杀死塔玛亚历山大藻（Ａ 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ｕｍｔａｍａｒｅｎｓ ｅ ）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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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际细菌对赤潮藻塔玛亚历山大藻的生长有一定调控国家所有
，
并对海洋进行功能规划

，
对海域使用金也

作用 ， 藻际细菌群落结构变化极大地影响塔玛亚历 山做出相应规定 。

一

些省市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进行

大藻的生长
，
甚至在短时间 内溶藻 。 藻际细菌群落结构了本区域海岸带 管理的地方立法

，
目前已有 《江苏省

改变和数量剧增 ，
乃是溶藻的主要原因 。 细菌分泌 的海岸带管理条例 》 《青 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 》等 。

Ｐ
－葡萄糖苷酶和几丁质酶可能在溶藻过程 中起重要此外如前所述

，
我国 还于 1 9 9 7

．
年制订了 《海水水质

作用 。标准 》 。

当海滩被石油污染后
，
可选用物理、化学 、生物的目前我国分别有两套水功能区划系统 ： 针对地表

方法加 以去除 ，
但生物修复法 因其高效 、廉价 、无二次水 的

“

水功能区划
”

和针对近岸海域环境的
“

近岸海域

污染而备受推崇 。在海洋石油污染的生物修复中
，

海洋环境功能区划
”

，
分别有各 自 的水质标准体系 。 而有关

微生物发挥重要作用 。 石油的 自然生物降解过程速度这两个水功能区划体系之间的过渡衔接研究
，
在国 内

较慢 ，
可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这一过程 ，常用技术包括 ：提尚属空 白 。 这种研究用于分析论证水功能 区划之合理

供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条件 （提供 0 2 或其他电子受性 、 可行性
，
以及水功能区衔接之优化调整等实际问

体
，投放营养 ） ；

投加表面活性剂 以促进微生物对石油题。 例如
，
在地表水与海水交界的河 口

，
地表水水质与

烃的利用 ；
添加能高效降解石油污染物的微生物等。海水水质的标准有所不同 ，

两者间的不一致应该协调

植物修复加以解决。

除 了微生物 ，
耐盐植物也可用于海岸带水质修从总体上看

，
我国与海岸水污染相关的政策 、法规

复。 海岸带属于盐碱地区
，

可采用耐盐碱的植物进行及标准还较少 ，仍需不断修订完善 。

生物浮床技术处理
，

以清除水中污染物 。 盐碱地区生

物浮床 的典型植物有 ：盐地碱蓬 、西伯利亚 白 刺和凤
“

十二五
”

期间海洋开发上升为 国家战略。 蓝色经

尾兰等耐盐陆生植物 ；
香蒲 、水葱 、扁 秆簾草等挺水植济综合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理念 ， 更强调海洋

物
；
川蔓藻 、

篦齿眼子菜等沉水植物 。 挺水植物美人蕉生态系统与海洋和海岸带经济系统的统筹协调发展模

和水葱 的耐盐极限在 1 2  0 0 0 ￣ 1 5  0 0 0 毫克／升之 间
， 当式 ，

其最大特点是海陆统筹发展和经济、社会、 生态的

水体的溶解性总固体 （ＴＤＳ ） 小于 1 0 0 0 0 毫克／升 ，芦协调发展 。 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是科学合理地

苇 、香蒲和三棱草 的生长情况很好 ，
且对髙含盐再生构建海岸带生态系统整体管理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

水景观水体的污染物具有较强净化能力 ；
沉水植物川架 ，

以便更好地规范和调控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 ，
改善

蔓藻 和篦齿眼子菜表现 出对盐生生境条件较强的 耐海岸带水污染现状 ， 协调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

受力 。 当电导率值为 1
．
5 西 ［ 门子 ］

／米 （
含盐量约 7 0 0 0发展的关系

，
实现生态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随

毫克／升 ）左右时 ，
川蔓藻和篦齿眼子菜仍生长 良好 ，

甚着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法的陆续制定以及新修订 《环

至在水 中电导率达 2 西 ［
门子

］
／米时仍能正常生长

，
且境保护法 》的逐项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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