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淡水的盖层条件

主要指发育于上述各种沉积体系域中的海岸平

原泥质层!陆架−陆坡泥质层!前积的前三角洲细粒沉

积层!海相粉砂层和泥质层∀ 特别是海进体系域中的

密集段 向陆上超于低水位体系域或陆架边缘体系域

及较老的海进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的砂层之上 常

呈纸状页岩!泥脖子段覆盖于含水砂层体系之上∀ 由

于密集段主要为远洋!半远洋海相粘土质沉积 孔隙

度小 透水性差 分布面广且连续而稳定 构成良好的

隔水顶板层 隔绝咸涩海水下渗 保护下伏含水层内

淡水不受污染破坏∀

上述生!运!滤!储!盖条件均是自然界的客观存

在∀ 所以 在具备合适的/ 生!运!滤!储!盖0条件的海

底 完全可以形成巨大的优质淡水库∀

海洋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宝贵空间 是缓解

人口!环境!资源矛盾的重要出路∀ 把我国建设成海洋

经济强国是我国海洋工作的战略目标∀ 要实现这一战

略目标 要促进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根本的保障条件便是要有充足的淡水资源∀ 海水利

用是为保证海洋经济发展而拟将实施的海洋高技术

计划的重点之一∀ 海水淡化无疑是海水利用!解决淡

水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在利用海表水的同

时 还应重视海底淡水的利用 应及早对沿海海底淡

水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 特别是对沿海较大河口区进

行勘查 查明海底淡水的赋存状况∀ 我国海洋地质科

技人员业已发现 不仅长江口海底发育多套具备海底

淡水/ 生!运! 滤!储!盖0条件的沉积层序 刘海龄等

在珠江口亦多处探测到砂砾质埋藏古河道和

古溺谷∀ 估计沿海还会有更多的地区具备类似的条

件∀ 这样 我国的海底淡水资源储量应会具有不可忽

视的规模∀ 另一方面 我们还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

底淡水资源免遭盲目的挖砂等工程活动的破坏和污

染∀

可以预料 海底淡水资源以其埋藏浅!储量大!易

开采!水质好!毗邻严重缺水的海岛和经济发达的沿

海地区!勘探开采成本低廉!不易造成环境污染等巨

大优势 在下一世纪将形成一大新兴的不可忽视的产

业 应积极为它的早日实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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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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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渤海素以/ 鱼盆0!/ 盐盆0!/ 油盆0著称于世 是我

国四大海区中海洋资源 密集的海区∀ 自我国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来 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沿海大部分地市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年平均增

长速度都在 左右 远远高于同期非海洋产业的

年平均增长速度∀ 海洋经济的发展 为环渤海地区国

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

是 也应该看到渤海作为一个内海 具有天然的生态

脆弱性∀ 这种生态脆弱性与渤海近一二十年来的无序

开发!无度开发相叠加 使得渤海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产生了诸如部分资源利用过度!局部海域环境污染严

重!自然灾害危害加剧等问题 影响和制约着渤海海

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因此 有必要对渤海近一二十年开发利用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寻求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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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

用的因素

 局部海域环境污染严重

渤海三面为陆地所包围 仅靠渤海海峡与外海相

通 海水与外海的交换能力较差∀ 同时 渤海沿岸又是

我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上

述两个特点中 前者意味着渤海所能消化吸纳的污染

物质总量较少 后者意味着渤海要接纳较多的污染物

质∀ 这/ 一多一少0使得渤海成为我国诸海区中污染

严重的海区∀ 据有关部门调查 锦州湾底泥重金属超

标 ∗ 倍 葫芦岛的五里河口石油厚 ∗

并且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渣以 的速度向湾

内推进 就/ 吞食0掉 的海域≈ 在渤海湾 湾

内部分区域 ≤ ⁄ 超标 倍 氨氮超标 倍

酚超标 倍 汞超标 倍 悬浮物超标 倍≈

在莱州湾 活性磷!无机氮!油!化学耗氧量!溶解氧等

项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 其中活性磷!无

机氮超标率达 ≈ ∀

局部海域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由此引发的海

洋生态环境的恶化 造成一系列综合环境问题与特殊

环境问题 如渔场外移!滩涂养殖场报废!海产品质量

降低!鱼贝死亡!诱发赤潮等 均影响和制约着渤海海

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部分海洋生物资源衰退和非生物资源遭

到破坏

在海洋生物资源方面 多年来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过度开发利用 加之海洋捕捞!海水利用!农业围垦!

盐田取水等对鱼虾贝藻幼体的损害及海洋环境污染!

赤潮等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和破坏 造成渤海部分

生物资源持续衰退∀ 过去作为渤海优势渔业资源和专

捕对象的带鱼!小黄鱼!鲅鱼等传统经济鱼类不仅已

形不成渔汛 而且其在食物链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低 而食物链中处于较低层次的毛虾!毛蚶等属于饵

料性的低值鱼类及一些经济价值较低的竞食种所占

比例逐渐提高∀ 另有一些海洋生物如小清河口附近的

银鱼!河蟹等濒临灭绝∀

在海洋非生物资源方面 由于无序利用!无度利

用和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也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 如因过度利用海沙资源导致海水浴场资

源破坏和海岸侵蚀 某些不合理的海岸工程造成海岸

生态系统破坏和岸线资源的浪费等∀

 海洋灾害对资源和环境的危害日趋严重

渤海历来是我国海洋灾害比较严重的海区∀ 近年

来 随着对渤海开发利用深度和广度的扩大 渤海的

海洋灾害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灾种增加 除历史上

影响渤海的海洋灾害如台风!风暴潮!海上大风!海

浪!海冰等灾害外 还出现了海水入侵!海岸侵蚀!赤

潮等灾害 二是灾害的影响范围扩大!灾害损失增加

如海水入侵 早是在部分点上出现 以后连点成面!

成片 目前总面积已达 三是人为因素已成

为影响和加剧海洋灾害的重要因素∀ 日趋严重的海洋

灾害 除了对沿海居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和对海洋开

发活动造成破坏外 还对海洋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

影响和损毁 成为制约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

用的重要因素∀ 正如许多国外学者所云 灾害影响的

增加正在成为普遍引用的不能持续发展的标志∀

 海洋资源产权不清 无偿占用!无偿开发

普遍

按宪法规定 滩涂!浅海等海洋资源 除法律规定

属于集体所有外 其余都属于国家所有∀ 但由于受传

统资源无价的价值理论的影响 在海洋开发实践中

部门!企业甚至个人成了海洋资源的所有者 / 谁占

用!谁开发!谁受益0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这种状况一

方面造成开发活动的无序和无度 不仅使资源的优化

配置难以实现 而且也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另一方面

也使得资源收益大量转化为部门!单位或个人的利

润 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得不到实现 更谈不上国有

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资源利用粗放 浪费严重

由于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设施条件!管理体

制等的限制 环渤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基本上处

于粗放利用阶段∀ 一些适宜于综合利用的资源 往往

只利用了其部分功能 一些适宜于多层次开发利用的

资源 往往只开发利用其中一个或若干层次∀ 前者如

卤水制碱 只利用了卤水中的钠元素 而其他元素都

作为废物浪费掉 通常生产 纯碱要产生 白

泥 既占用了耕地也污染了环境≈ 后者如盐化工产

品的生产 大都停留在/ 两碱0初级产品阶段 溴系列!

镁系列等精细化工产品比例较小∀ 这一方面浪费了大

量的资源 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益 另一方面 导致资

源开发中大量废物和污染物的产生 污染了环境 降

低了资源开发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海洋科学



 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

用的对策

 完善立法 以法治海

要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利用 必须充

分利用法律!法规!政策的威力以及必要的经济手段

使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既体现在政府

的宏观调控中 又切实结合到各项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中去∀ 为此 除认真执行国家现行法规!政策并积极向

国家建议修改那些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法律规定外

还要结合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特点 加快渤海地方

性法规的立法进程∀ 当前重点是制定/ 渤海海洋开发

与保护法0!/ 渤海海域使用管理规定0等法律和法规∀

同时 要严格执法 切实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不究的状况∀

 强化资源管理 将海洋资源纳入资产化

管理轨道

对渤海海洋资源的管理 除了依靠法律!行政手

段外 应重视采用经济手段和方法进行管理∀ 要转变

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 在明确海洋资源权属的基础

上 对海洋资源进行核算和评估 逐步实现海洋资源

的有偿使用 以发挥市场配置优化资源的基础作用∀

这项工作应在试点的基础上 取得经验 尽早展开 早

开展早受益∀

 加大科技投入 推广有利于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利用的先进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

境的持续利用 同样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这些技术包

括 海洋资源综合利用!重复利用!多层利用技术 清

洁工艺!清洁生产技术 减小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

技术 紧缺资源替代技术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可

再生资源的增殖技术等∀ 这类技术的开发!推广与应

用 有助于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浪费和三

废排放率 有利于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增殖∀ 为此 要建

立健全科技投入机制!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

机制与效益机制 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机

构 使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能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实现海洋产业结构

的高级化

不同的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和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 一般地 从海洋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 渤海多年来的海洋产业结构

一直是海洋第一产业为主∀ 这种海洋产业结构 一方

面引起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 另一方面也对海洋

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 应根据渤海海洋

资源与环境特点 对渤海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与调

整 逐步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 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

比重 在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过程

中 同时实现渤海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整治与保护 减轻

海洋灾害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是实现海洋资源与环境可

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 因此 应根据渤海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的整治

与保护工作 采取必要的措施 减轻海洋灾害∀ 整治和

保护的重点是 大辽河!海河!小清河!黄河等入海河

流水污染的区域治理 重点海湾如辽东湾!渤海湾!莱

州湾等海湾的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 莱州

湾海水入侵的综合治理及防灾减灾 建立与完善渤海

海洋环境与灾害监测与预报系统及沿海防潮坝闸工

程!护岸工程 加强沿海防护林带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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