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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湾近岸海域六月富营养化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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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及评价钦州湾近岸海域夏季海水富营养化水平状况。【方法】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采集钦州湾近岸

海域 １５ 个站位的海水样品，测定海水中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无机氮（ＤＩＮ）、活性磷酸盐（ＰＯ４－Ｐ）等的浓度；

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对污染程度进行评价，采用海水富营养化指数法以及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对

海水富营养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钦州湾近岸海域夏季海水中 ＣＯＤ 平均浓度为 １．００ｍｇ／Ｌ，ＤＩＮ 平均浓

度为 ０．１２ｍｇ／Ｌ、ＰＯ４－Ｐ平均浓度为 ０．０１ｍｇ／Ｌ。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评价结果显示，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中

ＣＯＤ浓度符合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ＤＩＮ浓度超标率为 ２０％；ＰＯ４－Ｐ浓度超标率为 ２０％。海水富营养化

指数法评价结果显示，钦州湾海域海水富营养化指数平均值为 ０．４７；海水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评价结

果显示，钦州湾海域海水营养级别为Ⅱ级。【结论】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受无机氮及活性磷酸盐污染；海水富

营养化水平为贫营养；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程度主要受陆源污染物及海水养殖影响。

关键词：营养水平　潜在富营养化评价模式　单因子污染指数法　富营养化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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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钦州湾位于北部湾顶部，广西沿岸



中段。该湾由内湾（茅尾海）和外湾（钦州湾）构成，
中间狭窄，两端宽阔，东、西、北 ３ 面皆为陆地环绕，
南面与北部湾相通，是一个半封闭型天然海湾［１］。
近年来，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
以及设立钦州保税港区的批准，钦州市一大批临海
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这些项目的建设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极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
由此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海洋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

响［２，３］：大量工业废水、富含营养物质的生活污水的
排放，以及近岸大规模的海水养殖所产生的污染物，
使得钦州湾近岸海域的水质污染程度增加，水体富
营养化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图 １）。对钦州湾近岸海
域进行营养水平评价，对于了解钦州湾海域海水的
富营养化程度、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对于
保护海洋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
海湾的营养状况是海洋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根据近 ３０ 年来的调查资料，已有相关文献对钦州湾
海域的营养盐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４～９］。【本研究
切入点】对钦州湾海域营养盐分布特征的报道不少，
但利用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对钦州湾海域富

营养化水平进行评价的报道不多。【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钦州湾的水质调查结果，采
用富营养化指数法、潜在性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
对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水平进行分析和评

价，为该海域的环境生态研究以及与富营养化密切
相关的其他污染问题的研究提供依据。

图 １　钦州湾赤潮

Ｆｉｇ．１　Ｒｅｄ ｔｉｄｅ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１　调查及评价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在钦州湾外湾布设 １５ 个调查站位（图 ２）。调
查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采用 ２．５ｄｍ３有机玻璃采水

器采集海水样品。样品的采集、保存、前处理均按
《海洋监测规范》（ＧＢ１７３７８－２００７）［１０］所规定的方
法进行。

１．２　调查项目

　　水质调查项目包括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无机氮
（ＤＩＮ，包括硝酸盐 ＮＯ３－Ｎ、亚硝酸盐 ＮＯ２－Ｎ、氨
氮 ＮＨ４－Ｎ）、活性磷酸盐（ＰＯ４－Ｐ）。

　　样品的监测方法按《海洋监测规范》（ＧＢ１７３７８
－２００７）［１ １］所规定的方法进行：ＣＯＤ 浓度采用碱性
高锰酸钾法进行测定（滴定）；ＮＯ３ －Ｎ、ＮＯ２ －Ｎ、

ＮＨ４－Ｎ、ＰＯ４－Ｐ 浓度均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美
国安捷伦科技公司 Ｃａｒｙ１００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图 ２　调查站位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　评价方法

１．３．１　单因子污染指数法

　　采用《近海海洋环境监测规范》［１２］提出的单因
子污染指数法评价调查海域的水质污染程度。污染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ＰＩ ｉ ＝Ｃｉ／Ｓ ０ｉ ，
式中：ＰＩ ｉ —某监测站位污染物 ｉ 的污染指数，

Ｃｉ —某站位污染物 ｉ 的实测浓度，Ｓ ０ｉ —污染物 ｉ 的
评价标准。以《海水水质标准》［１３］的第一类标准限
值作为评价标准，当 ＰＩ ｉ ≤ １ 时，表示符合标准；当

ＰＩ ｉ ＞１ 时，表示超标。

１．３．２　富营养化指数法

　　海水营养水平采用《近海海洋环境监测规
范》［１２］中提出的富营养化指数法来进行评价，等级
划分标准见表 １。富营养化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 ＝ＣＯＤ ×ＤＩＮ ×ＤＩＰ × １０ ６／４５００，
式中：Ｅ 为富营养化指数，ＣＯＤ、ＤＩＮ、ＤＩＰ 分别为
海水中化学需氧量、无机氮以及磷酸盐的浓度（单位
均为 ｍｇ／Ｌ）。

１７１张荣灿等：钦州湾近岸海域六月富营养化水平评价 　 　　



表 １　水质富营养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ｅｎｔｒｏｈ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富营养
化等级
Ｅｎｔｒｏ
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
ｔｒｏｈｉｃａ
ｔｉｏｎ

轻 度 富
营养
Ｍｉｌｄ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中 度 富
营养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重 富 营
养
Ｈｅａｖｙ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严 重 富
营养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Ｅ Ｅ ＜１ １≤ Ｅ
＜２

２≤ Ｅ
＜５

５≤ Ｅ
＜１５ Ｅ ≥１５

１．３．３　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

　　我国近岸海域普遍具有营养盐比例不平衡，致
使浮游植物生长受制于某一相对不足营养盐的特

性。因此，选择郭卫东等［１４，１５］提出的潜在性富营养

化程度评价模式对钦州湾富营养化潜在性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

　　该模式选取对浮游植物生长起主要制约作用的

ＤＩＮ 及 ＰＯ４－Ｐ 作为评价参数。营养级的划分（划
分标准见表 ２［１４］）同时兼顾 Ｎ（氮）、Ｐ（磷）含量及

Ｎ∶Ｐ值。根据 Ｎ、Ｐ 的含量，将营养级划分为贫营
养、中度营养及富营养三级。同时，根据 Ｎ∶Ｐ 值的
大小，将 Ｎ∶Ｐ＞３０ 划为磷限制海区，Ｎ∶Ｐ＜８ 划为
氮限制海区。对于每一种营养盐限制海区，再依据

Ｎ 或 Ｐ含量以及 Ｎ∶Ｐ值进行细分。
表 ２　营养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级别
Ｇｒａｄｅ

营养级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Ｎ
（ｍｇ／Ｌ）

ＰＯ４－Ｐ
（ｍｇ／Ｌ） Ｎ∶Ｐ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 ＜０．０３ ８～３０

Ⅱ
中度营养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８～３０

Ⅲ
富营养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３ ＞０．０４５ ８～３０

ⅣＰ

磷限制中度营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ｅ
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３ — ＞３０

ＶＰ

磷中等限制潜在性富营
养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ｉｍ
ｉ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０．３ — ３０～６０

ⅥＰ

磷限制潜在性富营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３ — ＞６０

ⅣＮ

氮限制中度营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８

ⅤＮ

氮中等限制潜在性富营
养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０４５ ４～８

ⅥＮ

氮限制潜在性富营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０．０４５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质调查结果及评价

２．１．１　调查结果

　　钦州湾近岸海域 １５ 个站位的水质调查结果见
表 ３，ＣＯＤ、ＰＯ４－Ｐ 及 ＤＩＮ 浓度平面分布见图 ３。
由表 ３ 及图 ３ 可见：

　　（１）调查海域海水中 ＣＯＤ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６５～ １．３２ｍｇ／Ｌ，平均值为 １．００ｍｇ／Ｌ。ＣＯＤ 高
值出现在 ５ 号站及 １１ 号站，低值出现在 １５ 号站。
各站 ＣＯＤ浓度无明显差异。

　　（２）调查海域海水中 ＰＯ４－Ｐ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０１～０．０３ｍｇ／Ｌ，平均值为 ０．０１ｍｇ／Ｌ。ＰＯ４ －Ｐ
的高值出现在近岸的 ２、４ 号站，低值出现在 １２、１３、

１４ 号等离岸站位。ＰＯ４ －Ｐ 浓度的平面分布特征
为：由钦州湾外湾西北侧（茅尾海出海口）向东南侧
递减。
表 ３　钦州湾近岸海域水质调查结果（ｍｇ／Ｌ）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ｏａｓ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ｍｇ／Ｌ）

站号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 ＰＯ４－Ｐ ＮＯ３－Ｎ ＮＯ２－Ｎ ＮＨ４－Ｎ ＤＩＮ

１ １．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２０
２ １．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３６
３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１
４ ０．９１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３１
５ １．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６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７
７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９
８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９ ０．８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１０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１１ １．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１２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３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４ ０．７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５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３）调查海域海水中 ＮＯ３－Ｎ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０２～０．２８ｍｇ／Ｌ，平均值为 ０．０９ｍｇ／Ｌ。硝酸盐浓
度的高值出现在近岸的 ２ 号站，低值出现在 ５、８、１４
号站。ＮＯ３－Ｎ 浓度的平面分布特征为：由钦州湾
外湾西北侧（茅尾海出海口）向东南侧递减。

　　（４）调查海域海水中 ＮＯ２－Ｎ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００～０．０２ｍｇ／Ｌ，平均值为 ０．０１ｍｇ／Ｌ。各站亚硝
酸盐浓度无明显差异。

　　（５）调查海域海水中 ＮＨ４－Ｎ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００～０．０８ｍｇ／Ｌ，平均值为 ０．０２ｍｇ／Ｌ。ＮＨ４－Ｎ
浓度的高值出现在 ４ 号站，低值出现在 ５、６、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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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 号站。ＮＨ４－Ｎ 浓度的平面分布特征为：由
钦州湾外湾西北侧（茅尾海出海口）向东南侧递减。

　　（６）ＤＩＮ 为 ＮＨ３－Ｎ、ＮＨ２－Ｎ 及 ＮＨ４－Ｎ 的
总和。调查海域海水中 ＤＩＮ 浓度变化范围为 ００２
～０．３６ｍｇ／Ｌ，平均值为 ０．１２ｍｇ／Ｌ。无机氮浓度的
高值出现在近岸的 ２ 号站，低值出现在 ８ 号站。无
机氮浓度的平面分布特征为：由钦州湾外湾西北侧
（茅尾海出海口）向东南侧递减。

　　图 ３　ＣＯＤ、ＰＯ４－Ｐ及 ＤＩＮ浓度平面分布（ｍｇ／Ｌ）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ＰＯ４－Ｐ ａｎｄ ＤＩＮ

２．１．２　调查结果评价及分析

　　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评价结果如下：

　　（１）ＣＯＤ 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范围为 ０．３３～
０６６，平均值为 ０．５０。１５ 个站位的 ＣＯＤ 污染指数
均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２）ＤＩＮ 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范围为 ０．１０～
１８０，平均值为 ０．６１。有 ３ 个站（２、３、４ 号站）位的

ＤＩＮ 污染指数超出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超标率为

２０％。

　　（３）ＰＯ４－Ｐ 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范围为 ０．６７～
２００，平均值为 ０．８９。有 ３ 个站位（２、４、１４ 号站）的

ＤＩＮ 污染指数超出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超标率为

２０％。

　　从评价结果来看，超标的因子是 ＤＩＮ 及 ＰＯ４－
Ｐ，超标的站位主要是 ２、３、４ 号站等近岸站位。近
岸站位的 ＤＩＮ 及 ＰＯ４－Ｐ有超标现象，主要是由于
陆源污染物的排放引起的。离岸站位由于海水的稀
释作用，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

　　此外 ＤＩＮ、ＰＯ４－Ｐ浓度的平面分布特征为：由
钦州湾西北侧向东南侧递减，原因可能是：由于钦州
湾西北侧为茅尾海及勒沟河，茅尾海上有钦江、茅岭
江等淡水径流注入，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同时茅尾
海上有众多海水养殖区，养殖饵料的投放也会引入
营养物质。勒沟河上游有生活排水口，不可避免地
会向海中排入污染物。而钦州湾东南侧沿岸，较少
有淡水径流以及海水养殖。因此，钦州湾西北侧海
水中营养物质（ＰＯ４－Ｐ、ＤＩＮ）浓度较高，尤其以茅
尾海出海口与勒沟河口交汇处的果子山附近（２ 号
站）。东南侧由于营养物质输入较少，加上海水的稀
释作用，浓度较低。

２．２　海水富营养化水平评价

２．２．１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法评价结果

　　表 ４ 结果显示，调查海域海水富营养化指数的
变化范围为 ０．０６～２．６４，均值为 ０．４７，富营养化等
级为贫营养。２ 号站为中度富营养，４ 号站为轻度富
营养，其余各站均为贫营养。富营养化指数的高值
出现在 ２ 号站（中度富营养）；低值则出现在 ８ 号、１５
号站。
表 ４　海水富营养化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站号
Ｓｔａｔｉｏｎ

富营养化指数 Ｅ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富营养化等级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１ ０．４６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２．６４
中度富营养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 ０．４０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１．８８ 轻度富营养 Ｍｉｌｄ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０．０９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０．１５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 ０．３９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 ０．０６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９ ０．１５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０．２０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 ０．２６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０．１０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０．１２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４ ０．１１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０．０６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０．４７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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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４ 可以看出，海水富营养化指数的空间分
布特征为：由钦州湾西北侧（茅尾海出海口）向东南
侧递减。海水富营养化指数的这一分布趋势，与海
水中 ＤＩＮ 及 ＰＯ４ －Ｐ 的浓度分布特征一致，而与

ＣＯＤ浓度分布特征的相关性不明显。

图 ４　富营养化指数平面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

２．２．２　海水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结果

　　从表 ５ 可以看出，１ 号站、３ 号站的营养级为Ⅱ
级（中营养），２ 号站、４ 号站的营养级为Ⅲ级（富营
养），其余各站的营养级均为Ⅰ级（贫营养）。这一评
价结果与利用富营养化指数评价的结果大致相同。
但从调查站位所处海域来看，海水潜在富营养化程
度评价模式更好地反映了不同站位海水的富营养化

状况的差异。２ 号站位于勒沟河口，４ 号站位于茅尾
海出海口附近，这两个站位所处海域的营养物质来
源较多（茅尾海上淡水径流带来的营养物质、茅尾海
海水养殖饵料引入的营养物质、勒沟河上的生活排
水口排放的污染物），营养物质浓度较高，富营养化
程度也较高。而 １、３ 号站位所在海域，营养物质来
源主要是金鼓江上游的海水养殖饵料，受淡水径流
（金鼓江并非淡水径流，而是钦州湾深伸入陆地的海
汊）及生活污水排放的影响较小，因而富营养化程度
较小。其余站位（５～ １５ 号站）则由于离污染源较
远，加上海水的稀释作用，营养物质浓度更低，海水
富营养化程度更小。

　　由此可见，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程度
主要受陆源污染物及海水养殖影响。

表 ５　钦州湾近岸海域营养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ｏａｓｔ

站号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Ｎ
（ｍｇ／Ｌ）

ＰＯ４－Ｐ
（ｍｇ／Ｌ）Ｎ∶Ｐ

级别
Ｇｒａｄｅ

营养级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２０ Ⅱ
中 度 营 养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２ Ⅲ 富营养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０．２１ ０．０１ ２１ Ⅱ
中 度 营 养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０ Ⅲ 富营养 Ｅｕｔｒｏ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３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６ ０．０７ ０．０１ ７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７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９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２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９ ０．０８ ０．０１ ８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１ ９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９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５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１ ５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２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４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２ Ⅰ

贫营养 Ｐｏｏｌ ｅｕｔｒｏｈ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

　　本文对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进行调查，对海水富营养化程度进行评价，结论
如下：

　　（１）夏季钦州湾海域 ＣＯＤ 浓度平均值为

１００ｍｇ／Ｌ，ＤＩＮ 平均浓度为 ０．１２ｍｇ／Ｌ、ＰＯ４－Ｐ平
均浓度为 ０．０１ｍｇ／Ｌ。

　　（２）以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进行评价，钦州湾近岸
海域海水中 ＣＯＤ 浓度符合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３ 个站位的 ＰＯ４－Ｐ 浓度超出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超标率 ２０％）；３ 个站位的 ＤＩＮ 浓度超出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超标率 ２０％）。

　　（３）以海水富营养化指数对钦州湾近岸海域海
水富营养化水平进行评价，富营养化指数为 ０．４７，
等级为贫营养。

　　（４）以潜在富营养化程度评价模式进行评价，钦
州湾近岸海域营养级为Ⅱ级，营养类型为贫营养。

　　（５）钦州湾近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程度主要受
陆源污染物及海水养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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