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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铁山港海域的海水水质与底质环境现状 , 在铁山港海域 (109°30′～ 109°36′E,

21°25′30″～ 21°31′30″N) 设点 12个。水质采样 3次 , 底质采样 1次。水质分析项目有水温、

盐度、pH值、溶解氧、化学耗氧量、硝酸盐、亚硝酸盐、活性磷酸盐、油类和悬浮物。底质

分析项目有 Cu、 Pb、 Zn、Cd、 Hg、硫化物、有机质。结果表明: 铁山港海域的环境污染较

轻 , 除港 内码头近岸油类超标外 , 其余区 域水质状况良好。但是 , 港内陆域临岸工程的开发 ,

也引起海域环境质量改变使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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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sea water quali ty and sedimental envi renment, 12

sampling poi nts were made i n the sea area of Tieshan port ( 109°30′～ 109°36′

E, 21°25′30″～ 21°31′30″N). Sea water was sampled three times for testing

water temperature, soli nity, pHvalue, di ssolved oxygen, chemical oxygen con-

sumption, ni t rate, ni trite, reactive phosphate, oils and suspended matter. Sedi-

ment was sampled once for testi ng Cu, Pb, Zn, Cd, Hg, sulfi de and organi c

mat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a area in Tieshan port was sli ght ly pol-

luted. Except that the oil contents near thewharfs of the i nner port were over-

standarded, the water quality at other areas was in a good state. But as soon

as the near-shore projects in the land areas of the port were set up, the envi-

ronmental quali ty of the sea area was bound to be changed and the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effected in di fferent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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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铁山港地处北部湾北端 , 广西沿岸的东部 , 与广东省英罗港相邻。位于 109°26′00″～

°5′ ″ , ° ′35″～ °5′ ″N。港 湾形 似 指状 , 港 口 朝南 敝 开 , 呈喇 叭 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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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宽 32 km。全海湾岸线长约 170 km, 其中人工海岸 70 km左右。海湾面积约 340 km
2
, 其

中滩涂面积约 17 333 hm
2。

铁山港已列为广西沿海重点工业开发区 , 近年来一些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如万吨级深水码

头、火电厂、化纤厂等正加紧兴建 , 对港域水化学环境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 使生态环境

产生变化。为处理好工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有必要进一步了解铁山港海域水化学环境

的现状。

1　材料来源及评价方法

于 1996年 6月 5日、 8日、 9日进

行大面积采样。底质样品采集与水质项

目时间同步 , 但只采样 1次。水化学环

境现状监测共布设采样点 12个 ,站位如

图 1所示 , 在平潮时取样 3次。调查范

围以铁山港西侧大牛石为中心 , 北至坡

尾底 , 南至还云石 , 西至海岸 , 东至铁
山港东浅滩 , 即东 经 109°30′～ 109°36′

E, 北纬 21°25′30″～ 21°31′30″N。

1. 1　调查项目

海水: 水温、盐度、pH值、溶解氧

( DO)、化学 耗 氧量 ( COD)、硝酸 盐

(NO3-N)、亚硝酸盐 (NO2-N)、活性磷

酸盐 ( PO4 -P)、油类、悬浮物 (SS) 等
共 10项 ; 图 1　铁山港海域环境监测站位图

　　底质: Cu、 Pb、 Zn、 Cd、 Hg、硫化物、有机质等共 7项。

1. 2　分析与评价方法

( 1) 样品分析方法按 《海洋监测规范》和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进行。

( 2) 评价标准: 水质评价用 《海水水质标准 ( GB3097- 82)》; 底质评价用 1986年 《全国

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第九篇规定的 “底质污染物质评价标准”。

( 3) 评价方法: 用单项单参数标准指数法 , 其模式可表示为　 Pi =
Ci

CO

,

式中 , Pi 表示单项指标污染指数 ;Ci 表示污染因子的测定值 (mg /L) ; Co 表示污染因子的

标准值 (mg /L)。

对于 pH值 , 单项污染指数的计算模式应为　 PpH=
CpH - C

-
OpH

COpH - C- OpH

式中 ,CpH表示 pH的测定值 ; C- OpH 表示标准的上限与下限的平均值 ; COpH表示标准值的上

限或下限。

对于溶解氧 ,单项污染指数的计算模式应为 　 DO =
Dof - Doi

D f D
　 (D ≥ D ) ,

式中 , D f 表示与测定值同温度、同盐度下氧的饱和含量 ( L) ; D f 表示溶解氧的测定

值 ( L) ; D 表示溶解氧的标准值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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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及监测结果 , 选择各环境要素的评价因子 , 采用单项污染指数进行评价 , 即各
评价因子与评价标准进行对比计算 , 找出主要的污染点和污染因子。

2　调查结果

2. 1　海水水质现状

每次的海水监测结果经平均后列于表 1。由表 1可以看出: 盐度分布为近岸低、远岸高 ,

与沿岸冲淡水有关。pH值分布趋势近岸小于远岸。各测点海水 pH值符合一类海水标准。海

水溶解氧符合一类海水标准 (大于 5 mg/L)。海水 COD符合一类海水标准 (小于 3 mg /L) ,

无超标测点。由于 GB3097-82海水水质标准中无此二项标准 , 故无法进行比较。各测点海水

活性磷酸盐含量均低于一类海水标准 ( 0. 015 mg/L) , 无超标现象。02和 07号站油类超一类

海水标准 ( 0. 05 mg /L) , 超标率为 16. 7% , 超标原因与铁山港船舶排放含油污水有关。港域

海水较清澈。
表 1　铁山港海域 海水水质监测结果统计

站点 S
(‰ )

pH值 溶解氧
(mg /L)

化学耗氧 量
(mg / L)

NO2-N
(mg /L )

NO3 -N
(mg /L)

PO4 -P
(mg / L)

油类
(mg /L )

悬浮物
( mg /L )

01 26. 45 7. 93 6. 15 1. 70 0. 005 0. 051 0. 0027 0. 040 4. 93

02 28. 49 7. 98 6. 20 1. 95 0. 004 0. 032 0. 0022 0. 070 7. 20

03 28. 30 7. 96 6. 20 1. 49 0. 003 0. 026 0. 0023 0. 030 7. 73

04 30. 30 8. 01 6. 23 1. 52 0. 002 0. 010 0. 0022 0. 017 6. 03

05 30. 20 8. 00 6. 44 1. 61 0. 001 0. 010 0. 0024 0. 023 6. 97

06 29. 83 8. 01 6. 40 1. 40 0. 002 0. 017 0. 0026 0. 020 7. 87

07 31. 46 8. 01 6. 18 1. 76 0. 001 0. 006 0. 0024 0. 053 10. 03

08 31. 75 8. 02 6. 44 1. 98 0. 001 0. 010 0. 0022 0. 023 5. 30

09 30. 86 8. 02 6. 41 1. 71 0. 002 0. 082 0. 0027 0. 037 6. 80

10 31. 47 8. 04 6. 30 1. 44 0. 001 0. 006 0. 0024 0. 027 4. 93

11 32. 00 8. 03 6. 47 1. 65 0. 002 0. 007 0. 0029 0. 013 7. 97

12 31. 93 8. 04 6. 29 1. 59 0. 001 0. 007 0. 0031 0. 042 7. 60

平均值 30. 34 8. 00 6. 31 1. 65 0. 002 0. 022 0. 0025 0. 033 6. 95

2. 2　底质环境现状

港域底质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列于表 2, 由表 2看出: Cu、Pb、Zn、Cd、 Hg的检出率分别

为 33. 33%、100%、100%、41. 67%、66. 67%。除 01号站 Pb超标外 , 其余重金属元素均符

合底质评价标准。 01号站底质油类超标 , 超标率为 8. 33%。这是因为 01号站位于铁山港码

头附近 , 油类超标与停靠于码头的船舶排放含油污水有关。检出率为 100% , 无超标测点。流

化物各测点有机质含量低于评价标准 ( 3. 4% ) , 因为沉积物表层都为沙多泥少。
由此可见 , 铁山港海域底质中 , 除 01号站 Pb和油类超标外 , 其余测点的各项指标均低

于底质评价标准 , 说明港域底质环境污染较轻 , 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3　水化学环境现状评价

3. 1　海水水质现状评价

选择监测项目作为评价因子 , 以二类海水标准进行评价 , 用单项污染指数法计算 , 结果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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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铁山港 海域底质监测结果

站点
Cu

(mg/kg)
Pb

(mg /kg)
Zn

(mg /kg)
Cd

( mg /kg)
Hg

(mg /kg)
油类

( mg /kg)
硫化物
( mg /kg)

有机质
(% )

01 7. 57 46. 29 78. 50 0. 43 0. 120 2418. 40 276. 73 2. 10
02 2. 14 20. 07 31. 00 0. 0005 (d) 0. 041 66. 08 48. 96 0. 64

03 0. 01 (d) 3. 50 10. 36 0. 43 0. 082 15. 80 23. 60 0. 22

04 0. 01 (d) 1. 57 11. 00 0. 43 0. 0005 (d) 18. 35 7. 77 0. 24

05 0. 01 (d) 1. 57 7. 07 0. 0005 (d) 0. 0005 (d) 11. 70 3. 23 0. 07

06 0. 01 (d) 7. 27 12. 35 0. 43 0. 041 20. 55 18. 13 0. 15

07 0. 01 (d) 4. 43 5. 78 0. 0005 (d) 0. 061 13. 15 1. 83 0. 10

08 0. 01 (d) 1. 57 7. 71 0. 0005 (d) 0. 020 30. 55 10. 07 0. 16

09 2. 14 8. 14 15. 71 0. 0005 (d) 0. 020 18. 70 1. 17 0. 34

10 0. 01 (d) 6. 29 8. 36 0. 0005 (d) 0. 0005 (d) 9. 10 2. 60 0. 07

11 0. 01 (d) 3. 50 8. 36 0. 43 0. 0005 (d) 22. 40 29. 33 0. 12
12 2. 14 8. 14 16. 35 0. 0005 (d) 0. 020 9. 80 21. 76 0. 74

　　铁山港海域海水水质若按一类海水标准控制时 , 02和 07号站海水油类超标 , Pi 值大于
1; 若以二类海水标准控制时 , 各测点各评价因子的单项污染指数 Pi均小于 1, 无超标测点 ,

海水水质现状良好。

3. 2　底质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选择全部监测项目作为评价因

子 , 以底质污染评价标准为评价依

据 ,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进行计算 ,

结果见表 4。
　　在港域 12个底质监测点中 ,除

01号站的 Pb和油类单项污染指数

Pi值大于 1示受污染较大外 , 其余

测点的各项监测指标单项污染指数

Pi 值均小于 1, 污染较少 , 底质现

状良好。

铁山港海域海水水质若按一类

海水标准控制时 , 02号站和 07号
站海水油类污染指数 Pi 值大于 1,

油类超标 ,这与码头油污水有关 ;若

按二类海水标准控制时 , 各测点各

评价因子的单项污染指数 Pi 值均

小于 1,海水水质现状良好。底质环

境现状分析 , 除 01号站底质铅和

表 3　铁山港海域海水水质各评价因子污染指数 P i值

站点
污染指数 Pi值

pH值 溶解氧 化学溶解氧 油类 无机氮 无机磷 悬浮物

01 0. 04 0. 11 0. 43 0. 40 0. 28 0. 29 0. 10
02 0. 16 0. 07 0. 49 0. 70 0. 18 0. 07 0. 14

03 0. 20 0. 07 0. 37 0. 30 0. 15 0. 08 0. 15

04 0. 22 0. 07 0. 38 0. 17 0. 06 0. 07 0. 12

05 0. 02 0. 02 0. 40 0. 23 0. 06 0. 08 0. 14
06 0. 18 0. 004 0. 35 0. 20 0. 10 0. 09 0. 16

07 0. 18 0. 13 0. 44 0. 53 0. 04 0. 08 0. 20

08 0. 07 0. 04 0. 50 0. 23 0. 06 0. 07 0. 11

09 0. 18 0. 12 0. 43 0. 37 0. 42 0. 09 0. 14
10 0. 16 0. 03 0. 36 0. 27 0. 04 0. 08 0. 10

11 0. 16 0. 08 0. 41 0. 13 0. 05 0. 10 0. 16

12 0. 16 0. 01 0. 40 0. 42 0. 04 0. 10 0. 15

表 4　铁山港海域底质各评价因子污染指数 Pi 值

站点
污染指数 Pi值

Cu Pb Zn Cd Hg 油类 硫化物 有机质

01 0. 25 1. 85 0. 98 0. 86 0. 60 2. 42 0. 92 0. 62

02 0. 07 0. 80 0. 39 0. 001 0. 21 0. 066 0. 016 0. 19

03 0. 0003 0. 14 0. 13 0. 86 0. 41 0. 016 0. 08 0. 06

04 0. 0003 0. 06 0. 14 0. 86 0. 003 0. 018 0. 03 0. 07

05 0. 0003 0. 06 0. 09 0. 001 0. 003 0. 012 0. 01 0. 02

06 0. 0003 0. 29 0. 15 0. 86 0. 21 0. 021 0. 06 0. 04

07 0. 0003 0. 18 0. 07 0. 001 0. 31 0. 013 0. 01 0. 03
08 0. 0003 0. 06 0. 10 0. 001 0. 10 0. 031 0. 03 0. 05

09 0. 07 0. 33 0. 20 0. 001 0. 10 0. 019 0. 004 0. 10

10 0. 0003 0. 25 0. 10 0. 001 0. 003 0. 009 0. 010 0. 02

11 0. 0003 0. 14 0. 10 0. 86 0. 003 0. 022 0. 10 0. 04
12 0. 07 0. 33 0. 20 0. 001 0. 10 0. 010 0. 07 0. 22

油类超标外 , 其余测点的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评价标准 , 单项污染指数 Pi值也都小于 1, 说

明底质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就铁山港环境现状看 ,海域污染程度日益突出 ,特别是在靠近铁山港石头埠码头邻近的局

部地区油类已出现超标现象。此外 ,每年从沿岸各处排放入港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有增无
减 ,港域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所以 ,铁山港环境管理必须加强 ,建议政府及有关环保部门重

视港域海洋监测、监视工作 ,提高对海域污染监控力度。同时 ,对环港重点工程建设及大规模海

产业发展进行环境评价 ,并提出防止污染的措施和具体对策 ,尽可能使港域水质少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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