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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胶州湾海洋环境监测及文献数据，发现胶州湾海水质量下降主要由陆源排污及突发

污染事件引起；四类和劣四类水质主要集中在胶州湾底部；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与人均 ＧＤＰ呈一定的正相关关

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胶州湾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自然岸线消失、海域面积萎缩、湿地功能退化和生态灾

害风险高，并提出胶州湾海湾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对策：立法保护、划定生态红线、实施严格的污染防治政策

和海洋环境风险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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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中共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
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海洋生态也越来越引起业界



的关注。胶州湾位于中国山东省山东半岛南部，湾
口窄内宽，东西宽 １５ 海里，南北长 １８ 海里（低潮位
时），面积 ４４６ ｋｍ２，是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
胶州湾沿岸有海泊河、李村河、楼山河、墨水河、大沽
河、跃进河和前湾诸河等主要入海污染源；湾口北部
为青岛港，是黄海沿岸水运枢纽，山东省及中原部分
地区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西南方为黄岛油码头，是
中国三大专用原油输出码头之一。胶州湾与周边城
镇、河流、港口等已构成了一个多元化复合生态体
系［１］，是研究海湾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示范区之一。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胶州湾海洋环境监测数据
及文献资料数据分析了胶州湾面临的主要生态问

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１ 胶州湾海水质量及污染分析

１．１ 海水质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胶州湾海域海水水质以第二类
和第三类水质为主，污染较为严重的第四类和劣四
类水质区域集中在胶州湾东北部湾底，海水主要污
染物为无机氮、磷酸盐、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２］，其
中化学需氧量与青岛市人均 ＧＤＰ 呈较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

  胶州湾的环境激素出现检出现象，酚类污染物
在胶州湾海域普遍检出，其中以双酚 Ａ 浓度最高，
其次是丁基酚和辛基酚，二氯酚浓度最低，这些污染
物主要来自于墨水河、海泊河和李村河［３］。有机锡
在造船业发达的海西湾出现检出现象，其中，正丁基
锡污染比较普遍，二丁基锡只在个别站位浓度较高，
三丁基锡只在个别站位有检出。

１．２ 污染成因分析

  胶州湾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沿岸分布着海泊河入
海口、高速 Ｂ 排污口和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排污
口等众多入海河流和排污口。市政、工农业污水大
量入海，各类有机物、悬浮物、氮磷、重金属等排入。

２０１３ 年，胶州湾入海的 ４ 个重点排污口中，有 ３ 个
排污口邻近海域的环境综合状况一般，说明陆地排
污对胶州湾近岸海水质量依然有影响［２］。

  除了陆源排污带来的压力外，溢油等突发性污
染事件也给胶州湾海域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污染压

力。近几年，胶州湾内或湾外附近海域发生过多起
溢油事件，原油或成品油的大量入海，给海洋环境带
去的短期污染效应和长期生态毒性效应，都严重威
胁着胶州湾海洋生态健康和安全。如，２０１１ 年大公
岛附近海域沉船溢油事件，２０１３ 年东黄输油管线爆

燃事故溢油事件和 ２０１３ 年娄山河口溢油事件，其
中，中石化东黄输油管线发生爆燃事故时溢油对胶
州湾及湾口附近海域海水和沉积物造成局部时段环

境恶化［４］。

２ 主要生态问题

２．１ 自然岸线消失，海域面积萎缩

  据史料记载，１８６３ 年胶州湾水域面积大约为

５７８ ｋｍ２，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根据卫星图像解译结果，
胶州湾水域面积仅有 ３３７ ｋｍ２，１５０ ａ 内缩减了

３／７［５］。胶州湾水域面积缩小导致海湾的纳潮量减
少，对气候的调节能力降低，造成流场改变，水动力
强度减弱，水体交换和携沙能力下降，海洋自净能力
降低，生态环境恶化。

２．２ 湿地退化，湿地功能下降

  胶州湾湿地是山东半岛面积最大的河口海湾型
湿地，是亚太地区水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场
所。由于填海造陆，兴建海洋、海岸工程等过度开
发，胶州湾湿地面积不断缩小，１９８８～２００５ 年减少
了 ７０ 多平方千米（文献［６］），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
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对环境的净化调节能力也
大大下降。 １９８５ 年胶州湾湿地曾调查到鸟类 ２０６
种，而目前仅发现 １５６ 种［７］。

２．３ 生态灾害风险高

  近年来，胶州湾赤潮发生频繁，对海水养殖业、
海洋环境乃至人类健康与安全都构成威胁。胶州湾
赤潮与东北部水体富营养化有密切关系，此外，环境
长期变化引起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异常也是发生赤潮

的重要原因。

  浒苔绿潮自 ２００８ 年发生以来，连年爆发。大面
积的浒苔分布不仅影响景观，降低海水透光率，其消
亡期还消耗大量溶解氧，改变水体碳分布和微生物
群落结构，破坏自然海洋环境生态平衡［２］。

３ 解决对策

３．１ 立法保护胶州湾

  胶州湾湿地已经申报成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应
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岛市民意识到胶州湾湿地资

源的重要性。要真正保护好胶州湾湿地资源只有通
过法律手段才能实现，立法应结合市政府提出的“环
湾保护、拥湾发展”政策，还应结合蓝色经济区建设
以及青岛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在城市规划方面，严
格控制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体量、建筑退线距
离，并将其作为规定性指标；禁止在胶州湾海域内围

５９齐衍萍等：胶州湾海域生态问题及解决对策    



海、填海；胶州湾沿岸不再适合作为设施养殖用海，
特别是胶州湾大桥两侧的网箱和筏式养殖。胶州湾
保护控制线向陆地一侧，楼山河、洋河以南和胶州湾
保护控制线与经二路红岛西侧相交处至大沽河区间

距离 ３０ ｍ 范围内，其他区域距离 １００ ｍ 范围内，除
景观、交通需要外，不应新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
筑物。

３．２ 划定海洋生态红线

  科学划定胶州湾海洋生态红线区［８］，实施海洋
生态红线区制度，对红线区域内海洋开发活动提高
准入门槛，科学安排、限制或禁止海洋开发活动，在
海洋生态红线区域内率先推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有利于推进海洋生态保护的绩效考核评
价体系，加强对红线区海洋资源保护利用政策的宣
传，上下齐心协力保护好与科学开发利用好海洋资
源。在海洋生态红线区受损区域内实施海洋生态修
复措施，加强海岸防护林保护及滨海植被的恢复，修
复受损岸线，有效防止海岸侵蚀。

３．３ 实施严格的污染防治政策

  落实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９］，从根本上解
决胶州湾污染问题，深化胶州湾环境容量研究，对超
量排污的单位要依法责令整改。加强陆源入海排污
口设置的审批，对设置不合理、排放有毒污染物的陆
源入海排污口，实施关停并转；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
排污口，加强监管，实现达标排放。科学规划养殖布
局，减轻养殖自身污染。

３．４ 实施严格的海洋环境风险管理措施

  针对胶州湾开发活动和生态灾害，建立最严格
的胶州湾环境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
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协调
一致的胶州湾环境风险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进一步
强化环境风险管理和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实施分级
风险管理，科学预警预报其他环境风险，针对不同风
险等级提出管理建议与风险防范措施，有效应对各
类环境灾害和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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