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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青岛市“拥湾发展战略”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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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胶州湾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论述了“拥湾”发展中胶州湾面临的

水质、湿地及赤潮等突出环境问题，并对胶州湾的生态保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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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南部，是青岛海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半封闭性海湾，其口窄内宽，东西宽 #"
海里，南北长 #M 海里（低潮位时），面积 KKH N9!，水

深域阔，风少浪小。胶州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

青岛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它在港口、海上运输、水产

养殖、盐业和旅游等多方面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为促进“大青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胶州

湾的自然优势，为城市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年

青岛市委、市政府勾画了“依托主城、拥湾发展、组团

布局、轴向辐射”的城市发展战略，描绘了大青岛未

来的发展蓝图。但是新的城市发展必将对胶州湾原

有生态体系产生影响和破坏，因此如何让胶州湾及

其海岸带在青岛市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维护生

态体系的良性循环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

从胶州湾目前的水质、湿地及赤潮等方面论述了其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以期在胶州湾的开发建设中有所裨益。

! 胶州湾水质状况及面临的挑战

! 5! 胶州湾水质状况

自 !$ 世纪 M$ 年代起，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开始对胶州湾及其邻近海域进行水质监测，监测项

目包括 O,、.,O、L,O"、1PI>1、1,!>1、1,I>1、.,OQ:

等 !$ 多项，测定方法按照地面水分析国家标准［#］。

!$$= 年在胶州湾内布设监测点 #K 个，监测结果

显示，胶州湾中心偏南海域 K 个监测点各项监测指

标均达到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胶州湾西岸海域 ! 个

监测点，该海域海水水质为三类；胶州湾北岸 ! 个监

测点，一个为二类，另一个为劣四类；胶州湾东岸海

域 " 个监测点，该海域除 # 个监测点为三类海水外，

其余监测点附近海域水质均为劣四类。

胶州湾内主要水质问题是河口附近、盐业养殖

区海水水质较差。!$$=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海泊河、

李村河、楼山河和墨水河河口附近海域水质均为劣

四类。!$$K R !$$=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海泊河、李村

河、楼山河河口附近海域的主要污染物 .,O、无机

氮、活性磷酸盐年均浓度值除在 !$$H 年出现小幅下

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K R !$$H 年墨水河附近海

域无机氮污染较为严重，无机氮年均浓度值呈上升

趋势，最大年均值达 IS#K! 9T U V，但是 !$$= 年无机

氮浓度明显下降，年均值为 $SKH$ 9T U V，达到四类海

水水质要求。!$$K R !$$= 年胶州湾内主要河口主要

污染物统计结果见表 #。

表 ! "##$ % "##& 年主要河口附近海域主要污染物统计

河口

名称
!（.,O）U

（9T·VW #）

无机氮

质量浓度 U
（9T·VW #）

活性磷酸盐

质量浓度 U
（9T·VW #）

石油类

质量浓度 U
（"T·VW #）

粪大肠菌群

质量浓度 U
（个·VW #）

海泊河
$SHH R
#SHM

$S#% R
$SMM

$S$$% R
$S$HM

!"SH= R
=MSH=

KH%% R
#$!K"

李村河
$S%! R
!SIM

$S!%M R
$S%=%

$S$#! R
$S$HH

!HSK= R
"K

KH! R
H"%=

楼山河
#SI= R
!S$#

$SKI# R
$S%%$

$S$#K R
$S$"#

KHSH= R
%ISI$

MK= R
M$%!

墨水河
#S%I R
IS!H

$SKH R
IS#K!

$S$!= R
$S$%$

IS%$ R
I$S!$

=# R
#HI

! 5" 面临的挑战

青岛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到 !$!$ 年将建

成超大型城市，总人口要达到 # $$$ 万 R # !$$ 万，市

区人口现在是 I$$ 万，到 !$!$ 年要达到 "$$ 万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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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随着“拥湾战略”的实施，新的产业集群和大量

人口将逐步向胶州湾疏散。工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

大必将带来大量的工业废水，人口的增多必将产生

大量的生活污水。这些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最终将进入胶州湾，胶州湾为半封闭性海湾，口窄

内宽，水体交换能力差。目前胶州湾部分海域水质

已经不能满足其功能区划要求，随着胶州湾沿岸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胶州湾将面临水体污染加

重的严峻考验。

! 胶州湾水域和湿地

! !" 胶州湾水域面积的变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 年胶州湾海域面积为 &’(
)*$，$((+ 年下降为 +’$ )*$，面积缩小了 +&,；而据历

史资料记载，"#+& 年胶州湾纳潮量为 ""-%$$ 亿 *+，现

在的纳潮量只有 . 亿多 *+，减少了近 /(,（图 "）。

图 " 胶州湾海域面积年际变化

! !! 胶州湾湿地状况

作为森林、海洋、湿地三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

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目前青岛市湿地总

面积 "...’( 0*$，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其中面

积最大的湿地是胶州湾。胶州湾是山东半岛面积最

大的河口海湾湿地，胶州湾湿地是亚太地区水鸟迁

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据青岛市林业局的调查

显示，胶州湾湿地鸟类有 "$ 目 $’ 科 "&’ 种，其中包

括许多全球濒危和国家级重点保护种类［$］。

! !# 存在的问题

近百年来，随着胶州湾沿岸经济的不断发展，胶

州湾水域面积正在不断缩小，优美的海岸带、滩涂、

生物物种正不断消失。建设项目的频繁开发，使湿

地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组成正在发生变化，湿地功能下降。目前

胶州湾东岸污染较重的部分滩涂已基本不具备鸟类

栖息越冬的条件；河口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

以大沽河河口为例，自 "#%( 年代以来，大沽河口附

近潮间带生物种类和数量变化明显。"#%( 年代生

物种类为 $( 多种，"##( 年代生物种类减少到十几

种，到本世纪初生物种类仅有几种。潮间带生物的

优势种群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年代遍地都是

的四角蛤蛎已很难找到，取而代之的是虫益蛏。详见

图 $ 所示。

图 ! "$%& ’ !(() 年大沽河河口潮间带生物种类

随着“拥湾战略”的实施，人为活动将更加频繁，

海岸带、滩涂、湿地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和破坏。

# 赤潮的发生

赤潮是一种自然生态灾害。$( 世纪 %( 年代以

前，青岛市近海很少发生赤潮，"#.% 年首先在沙子

口附近海域发现赤潮。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胶

州湾局部海域富营养化严重，赤潮发生频率逐年上

升。"##( 年 ’ 月青岛港 $$ 号锚地发生红色中缢虫

赤潮，面积不到 $ )*$。"##. 年 % 月，胶州湾中部发

现骨条藻赤潮。

青岛市政府非常重视赤潮灾害的防治工作，

$((/ 年，根据青岛市关于启动赤潮防治监测和国家

级监测区相关监测研究的任务，在胶州湾内赤潮多

发区域共布设 / 个点位，对海洋浮游植物开展监测，

密切关注赤潮发生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在胶州湾

内共鉴定浮游植物 .( 种，其中硅藻 &’ 种，. 月优势

种为三角角藻（!"#$%&’( %#&)*+）、柔弱角刺藻（!,$"%*-
."#*+ /"0&1&+）、弯角角刺藻（!,$"%*."#*+ .’#2&+"%’+），其中

三角角藻细胞密度最高，达 %-"& 1 "(+ 个 3*+；"( 月

优势种为中肋骨条藻（ 45"1"%*6"($ .*+%$%’(）、星形圆

筛 藻（ !*+.&6*/&+.’+ $+%"#*(),$1’+ ）、柔 弱 角 刺 藻

（!,$"%*."#*+ /"0&1&+），其中中肋骨条藻密度最高，达

"&..-& 1 "(/ 个 3*+。在胶州湾内所检出的优势藻种

中，柔 弱 角 刺 藻（ !,$"%*."#*+ /"0&1&+）、中 肋 骨 条 藻

（45"1"%*6"($ .*+%$%’(）和三角角藻（!"#$%&’( %#&)*+）均

为赤潮藻种，说明该海域存在发生赤潮的潜在因素。

随着胶州湾沿岸新一轮开发，海岸带不断变化，

胶州湾水体的营养状况和交换能力也将随之变化，

从而可能导致赤潮发生频率进一步增加，成为水资

源保护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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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议

! !" 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市政管网建设，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

青岛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在规模和质量上均不能

满足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间，青

岛市将在市区的墨水河、楼山河、李村河、海泊河和

尼布湾等排污单元进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新建和扩

建，扩大污水处理厂规模，提高污水处理率。但是污

水处理厂在结构设计和处理深度上与发达国家仍有

一定差距，例如生活污水的再利用率低，，有些污水

处理厂尚不能脱氮，对污水只能进行一级和二级处

理等，因此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尚需加强。

市政管网建设落后，存在雨污混流现象。在暴

雨发生时，暴雨溢流严重，地表污染物大量入海，对

海域水质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应加强市政管网建

设，制订应对暴雨溢流的措施，同时加强入海排污口

的有效管理［!］。

! !# 进行胶州湾环境容量计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基础数据

当前，海湾的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海湾环境

容量和陆源污染物入海量的研究也备受关注［"!#］。

胶州湾是半封闭性海湾，其水文、水动力条件不利于

污染物的迁移扩散，很容易造成局部海域水质恶化，

因此进行环境容量计算可以预测陆源污染物的输入

量，为陆源污染物的削减提供依据 !
! !$ 加强湿地的保护和恢复

逐渐开展“退耕还草”、“退池还海”，把已失去经

济价值的养殖池、耕地和超出批准使用年限的养殖

池等逐步收回恢复湿地生态环境。

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逐步恢复湿地景观，开发

生态旅游业，充分利用湿地景观和生物资源开发相

应的旅游项目（如湿地科普性项目）吸引游人，最大

限度的发挥该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价值；以旅游业带

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发展与该区

域资源相适应的服务业、水产加工、盐业等行业，使

该区域的生产发展活动都逐步与湿地保护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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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削减外源入湖。大幅削减生活、工业、

农业污水入湖，减少有机质、/、0、1 等污染物质进入

水体和底泥。

’& 水生态修复。在适当的环境条件和时间，种

植水生植物，阻挡、削减风浪和固定底泥，吸收底泥、

水体中有机质和其他污染物质，减少参与“湖泛”的

基本物质和降低水温［#］。

( & 做好“湖泛”监测和应急预案。加强对容易

发生“湖泛”水域，特别是有可能影响供水水域“湖

泛”的监测，包括：底泥（浮泥）中耗氧有机物、微生物

和细菌，水体的污染物，底泥表层和水体的厌氧条

件，生化反应的生成物质等。同时做好发生“湖泛”

的应急预案。

) 结 论

规模型“湖泛”造成的危害性很大，但通过清淤、

打捞蓝藻、合理路径调水、控制外源入湖、水生态修

复等综合性防治措施是可以防治和得到控制的。无

锡市采用上述措施，使 ),,- 年下半年和 ),,. 年易

发生“湖泛”的梅梁湖和贡湖水域均没发生规模型

“湖泛”。估计经 $, 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基本可控制

“湖泛”和消除规模型“湖泛”，确保太湖供水安全和

水环境的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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