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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讧口海诚污染及萁仿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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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江口海域及其邻近的三角洲地区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经济的高

速发展严重影响了海洋环境质量，陆源污染物逐年增加，海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珠江口海域已成

为我国近岸污染严重的海域之一，污染正在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为有效开展珠江口海区

综合整治，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珠江口海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如何解决向海

洋排污和防止海域污染的问题、该海域目前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珠江口海域环境污染的

防治对策和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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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江口海域污染现状

珠江口海域是一个由多个城市生态系统、河

口生态系统和海湾生态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

统，其中包括湿地生态系统和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珠江口属亚热带浅海区域，与外海相通，一

方面受潮汐的强烈影响，同时有来自内陆的淡水

与海水混合，从而成为淡水与海洋栖息地之间的

过渡区和生物群落交错区，生物区系复杂，水产

资源丰富，在渔业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区

是多种经济鱼、虾、贝类的繁育场，区内20 m等

深线以内的范围是法定的幼鱼、幼虾保护区。此

外，珠江口海域有着丰富的海上石油、天然气、

海砂石料等多种资源，也拥有多处大型港口，为

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珠江口海域

及其邻近的三角洲地区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域的发展带动着我

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

前沿阵地，也是广东的经济命脉。海洋经济已成

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经济的高速

发展给海洋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污染负荷压力，

陆源污染物逐年增加，海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

严重，珠江口海域已成为我国近岸污染严重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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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一，并正逐步走向“荒漠化”。污染正在成

为制约该沿岸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从而大

大制约了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珠江口海域目前

的污染现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陆源污染，海域整体环境污染严重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国民经

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工

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总

量的78．6％，城市化进程急速进行，人口随之急

剧增加，而城市总体规划缺乏，尤其是珠江三角

洲周边随经济发展兴起的新兴城镇，大量未经处

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接或间接排入珠江

口。据不完全统计，珠江口海域污染物的80％来

源于陆源排污，致使珠江口海域环境质量逐年退

化。生活废水排放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每年排入

珠江流域的污水达18亿～20亿t，其中珠江三

角洲9个城市年污水排放量就达9．5亿t，香港

排放约6．6亿t，但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到

30％，工业废水量在近年虽得到有效控制，由原

来的15亿t下降到12亿t，但仍对珠江口海域

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水质营养盐和有机污染呈

快速上升趋势。据历年监测结果显示，在珠江水

量较大的4～9月，整个珠江口海域水质仍属劣

四类，表明珠江口海域已成为我国近岸污染严重

   



的海域之一。珠江口海域污染物的数量、种类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新增的和未知的污

染物及其危害程度尚难以估计。随着珠江口海域

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扩展，污染范围持续扩大，

给该海域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

响。珠江口海域已经出现“先污染待治理、先损

害待恢复”状态，局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严重

地威胁着日益增长的海洋经济，制约了沿海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拯救珠江口海域已到了刻不容缓

的地步。

2．水质富营养化严重，导致赤潮灾害频发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海洋捕捞业单船产量逐

年下降的情况下，大量船民改行从事养殖业，使

养殖业在近十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并有逐年增加

的趋势。沿岸重要的海水养殖区大多分布于沿海

港湾、河口附近水域，这些水域也是沿海陆源污

染物和海上排污的主要受纳场所。但是，由于养

殖业一直未能规范化，致使渔民盲目扩大养殖

量、提高养殖密度和面积以及不合理饵料的过量

投放等造成水质恶化，加上大量陆源有机污染物

质及营养盐的排入，导致珠江口海域已成为富营

养化十分严重的区域。海水富营养化的严重后

果，使珠江口海域赤潮频发，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是扩散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经济损失惨

重，严重地影响养殖种类的生存和生长。1980—

1990年间，珠江口至大亚湾一带共发生大型灾

害性赤潮22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赤潮

发生更加频繁。1998年3月底至4月中下旬，广

东沿海赤潮蔓延，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为广

东历年之最，给粤港两地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5

亿元。总之，在珠江口海域赤潮多发区，海洋生

态环境已受到较严重的污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该海域原有的浮游生物生态平衡，影响了

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海上交通繁忙，溢油事件频发

珠江口海域海上交通航运、港口业相当发

达，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等多个重点港口呈

品字形分布在珠江口内，此外还有中山港、南海

港、江门港、东莞港等一批中小型港口。其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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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珠江口腹地的广州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枢纽

港，年吞吐量位居全国各大港口前列。港口发

展，船舶骤增所产生的大量含油污水，则对本区

生物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据抽样调查，平均

每艘船年排放舱底含油污水136 t，含油量为

120 mg／L，而在沉船、撞船等重大溢油事故发生

时，溢油量可达上千吨至几十万吨不等，由此导

致大范围生物死亡，甚至种群灭绝。

综上所述，珠江口三角洲沿岸地区经济的发

展(包括工业、农业、养殖业、外贸运输、能源产

业、旅游业等)无不与珠江口海域生态系统息息

相关。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缺

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

果：一方面，各种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急

功近利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严重的资源衰退和生

态失衡；另一方面，破坏了的生态系统通过种种反

馈作用制约着珠江口沿岸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珠江口海域污染的环境保护对策

近年来，珠江口海域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

在防止、减轻和控制陆上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损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

展和城镇人口密度加大，而防治和控制污染的措

施和管理力度未能跟上或者不到位，致使珠江口

海域环境污染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止；并有污染

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致使珠江口海域已成为我国

仅次于渤海的第二个重点污染海域。面对该海域

污染趋势依然严重的严峻形势和挑战，有必要采

取和实施一系列更为务实的政策措施，坚持不懈

地做好珠江口海域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笔者和

国内一些学者多年前曾经作过呼吁，并一直进行

跟踪研究。为有效开展珠江口海区综合整治，实

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海

洋环境保护工作现状，现提出如下主要对策和

措施。

1．制定和实施珠江口“碧海行动计划”，努

力改善生态环境

为控制珠江口海域的污染和恢复良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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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促进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必须根据珠江口海域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

按照陆海兼顾和河海统筹的原则，将陆源污染防

治与海上污染防治相结合，重点海域污染防治规

划与其沿岸流域、城镇污染防治规划相结合，采

取特别措施，专门编制“珠江口碧海行动计

划”。其主要内容将包括：制定陆源污染防治和

海上污染防治的具体措施；提出珠江口海域的近

期、中期和长期整治目标。该计划将以控制陆源

污染为重点，以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立足点，

突出对珠江口海岸带的有效管理。该计划的实

施，将使珠江口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改善，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好转。该计划将分近期、中期、

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实施，每5年为一个时间

段。近期的行动计划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所有

陆域工业污染源都要实现达标排放，通过建设、

改造完成一大批城镇污水处理厂；沿江、沿海生

态农业、生态林业及珠江流域治理，沿海港口、

码头的油污染防治，海上溢油应急处理系统的建

设以及“禁磷”措施的实施等，使得进入珠江口

海域的污染物得到有效削减，逐步遏止珠江口海

域环境污染继续恶化趋势。中期行动计划要实现

的主要目标是：根据制定《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

理条例》和把排污总量控制纳入程序化、法制化

的轨道的要求，按照河海统筹、陆海兼顾的原

则，制定珠江口海域环境容量，确定陆源入海污

染物控制总量的管理技术路线，企业和市政直排

入海污染达标率达75％，沿海大中型城市污水处

理率达到75％，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削减50％，

重金属削减50％，使氮、磷、COD、石油类污染物

增加的势头得到控制并稳定保持在环境容量总

量控制指标内，近岸海域水质状况取得明显改善

并基本达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启动珠江口海域

船舶油类污染物“零”排放计划；建成环境污染

与赤潮灾害监测和预报预警系统。远期的目标

是：氮、磷、COD、石油类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得

到有效控制；近岸海域水质达到环境功能区目

标；恢复良好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通过这些计划、措施和目标的实施，使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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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海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改善，环境质量得到

明显好转，还珠江口一个“碧蓝的海洋”，其海域

状况基本上能够同海洋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

化生活的提高相适应，确保该沿岸地区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粤、港、澳综合协调机制，加大对珠江

口海域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力度

环珠江口海域的九个大中城市，分别是广

州、东莞、中山、珠海、深圳、惠州、江门、香港和

澳门。珠江口海域毗邻的地区在我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经济的高速发

展给海洋环境质量带来巨大的污染负荷压力。珠

江口海上交通航运、港口业相当发达，但随之而

来的海上突发事故如赤潮、成潮、工业或船舶事

故所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污水，都对该区生物生存

环境构成严重影晌。由于珠江口缺少综合性的环

境规划和污染控制目标体系，致使环境管理和决

策缺乏方向性，海洋开发与利用处于无序、无度

和管理无力等状态，珠江口海域的环境污染问题

已成为制约粤、港、澳三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

环境问题。为防止珠江口“荒漠化”，使生态环境

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制定珠江口综合整治计

划，恢复珠江口海域“碧海蓝天”提供科学依据，

建议成立一个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粤、港、

澳区域性共同防治污染综合协调机制，开展区域

性海洋科学研究，制定污染防治的区域法规、条

例、污染控制标准以及共同防治污染的措施，协

调解决海岸、海域间的重大环境问题，加大对珠

江口海域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力度，提高粤、港、澳

三地对珠江口海域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理能力。

5．加强港口、码头和海上污染应急处理系统

的建设

珠江口海上交通航运、港口业相当发达，但

随之而来的海上突发事故如赤潮、成潮、工业或

船舶事故所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污水，都对该区生

物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尽快实

施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实行船舶油类污染物质“零排放”计划以及船舶

   



排污设备铅封制度，加强渔港、渔船的污染防

治。建立大型港口废水、废油、废渣回收与处理

系统，实现海上交通运输和渔业船只排放污染物

集中回收，岸上处理达标排放。为此，制定海上

船舶溢油和有毒化学品泄露应急计划，制定港口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建立应急响应系统，防

止和减少突发性污染事故发生。

4．防止、减轻和控制沿江、沿海农业污染，实

施流域污染防治和海域污染防治相结合

积极鼓励和大力提倡在珠江流域沿岸及珠江

口沿海市、县进行创建生态省、生态市(县)建设，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控制土壤侵蚀，减

少水土流失。综合应用减少化肥、农药径流的技术

体系，减少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参照国家和地方

的有关法规、条例，尽快组织编制和实施《珠江流

域水污染防治计划》等防治陆源污染综合治理计

划，通过对沿江、沿海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

厂、生态农业、生态林业、流域治理等污染治理和

生态建设工程，有效地削减河流入海污染负荷。

5．防止和控制沿海城市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加快珠江三角洲沿海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和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增加城镇污水收集和

处理能力，提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脱氮和脱磷能

力；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强化沿海工业污染控

制，加强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认真按照“谁

污染，谁负担”的原则，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和“三同时”制度，全面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指

标落实到每一个直排海企业污染源，做到污染物

排放总量有计划地稳定削减。实施以海洋环境容

量为基础的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将排

污总量控制纳入程序化、法制化的轨道。按照河

海统筹、陆海兼顾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测算珠江口海域环境容量，确定各污染物允

许排入量和陆源污染物排海削减量，制定出该海

域允许排污物排放总量。

6．加强对赤潮的监测、监视和预警，努力减

轻赤潮灾害损失

赤潮灾害已成为我国海洋环境灾害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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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灾种，严重威胁着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海洋

生物安全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严重制约着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已危及人体健康

安全，影响海洋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

在赤潮监视监测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赤潮监测的能力建设。运用生态监测信息，结合

其他相关因素，建立珠江口近岸海域环境与赤潮

监测监视预警网络，制订赤潮监测、监视、预报、

预警及应急方案，为管理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

决策支持服务，提高管理决策及规划水平，协调

海洋资源、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重点

近岸海域、赤潮多发区、水产养殖区和江河入海

口水域进行定期监测和严密监视，及时获取相关

信息，尽量减少由于赤潮灾害的损失程度，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珠江口海域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l 柯东胜．珠江口海区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分布

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海洋学报，1985，7(5)：

64l～645

2柯东胜．珠江口海水中砷的含量和分布．海洋环境科

学，1985，4(2)：24～27

3柯东胜．珠江口海区的油污染与防治对策．环境科

学，1989，10(2)：90～92

4柯东胜．加强船舶管理，防止油类污染海洋．南海研

究与开发，1992(2)：73～75

5唐锦萍等．陆源污染物对珠江口水质的影响．人民珠

江，1996(3)：35～4l

6马应良．珠江口海域环境质量和保护对策．海洋环境

科学，1989，8(4)：66～69

7许昆灿．我国近海海域的环境质量和污染监测研究．

海洋环境科学，1992，11(3)：12～17

8 唐永銮．珠江口海域污染物迁移扩散和转化基本规

律的探讨．海洋环境科学，1983，2(1)：1～10

9 罗伟权．珠江口海域重金属污染浅析．海洋通报，

1984，3(4)：64～69

(作者单位 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