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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出 11项评价因子 ,采用单项分指数法和平均分指数法 ,在涨潮、落潮、涨落潮时分别对伶仃洋东部海域水

质进行监测 ,并与历史资料进行对比 ,对评价因子超标进行评价和原因分析 ,提出了补救与预防措施。

关键词 :海洋监测 ;污染物 ;水质评价 ;伶仃洋

中图分类号 : X834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622009 (2007) 06 - 0025 - 03

Investiga tion on W a ter Qua lity of Ea st L ing D ing O cean

L IAO Yan
1

, LAN Zhu2hong
2

, CHEN Gui2zhu
3

(1. S ou th China Institu te of Environm enta l Science, S ta te Environm enta l P rotection A dm in istra 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55, Ch ina; 2. Popu la tion R esea rch Institu te, S ou th W estern U niversity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Chengdu, S ichuan 610074, Ch ina; 3. S chool of Environm enta 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n Ya t2Sen U 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 ina)

Abstract: Eleven evaluation factors were chosen from samp ling and monitoring in the east L in D ing Ocean

by monom ial mark and average mark. The water quality data was obtai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flood tide, ebb

tide and eat and flow tide. Contrasted with historical data, the exceeding evaluation factors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for the reasonable remediation and p re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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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恢复等方面的研究。

　　东伶仃洋海域为珠江入海处 ,东部为深圳工业

区 ———宝安区 ,虾山涌、玻璃围涌、四兴涌、坳颈涌

和灶下涌等多个河涌入伶仃洋 ,这些河涌承载了许

多工厂的排污 ,是造成伶仃洋污染物超标的主要原

因。因此 ,对东伶仃洋海域的水质现状进行调查 ,

对超标因子进行分析 ,找出水质恶化原因及相关因

素 ,具有重要意义。

1　调查方法

1. 1　调查时间

2005年 8月 15日 —25日。

1. 2　点位布设

根据《海洋调查规范 》( GB12763. 1 - 1992)和

《海洋监测规范 》( GB17378. 1～7 - 1998) ,调查范

围为整个伶仃洋东部 :南至深圳机场飞行区南边 ,

北至深圳宝安港区北边 ,由 113°50′46″N～22°32′

04″E; 113°44′34″N～22°30′07″E; 113°43′15″N ～

22°46′17″E; 22°30′07″E, 113°36′51″N～22°45′47″E

4点连线组成 ,海域面积约 230 km
2。共设水质调

查站 18个 ,分别为 : JC1 - JC18。

1. 3　监测方法

对污染物浓度连续监测 [ 1 - 2 ]。为了确保调查

监测的质量及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在某些站位和层

次采集双平行样 (JC8和 JC18)。在样品分析过程

中 ,活性磷酸盐和铅的海水样品增加了 10%以上

的样品进行加标分析 [ 3 - 4 ]。

1. 4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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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海 洋 监 测 规 范 : 水 质 检 测 与 分 析 》

(HY 003. 4 - 1991)《海洋监测规范 　第四部分 :海

水分析 》( GB 17378. 4 - 1998)和《海洋监测质量保

证手册 》进行质量控制。

1. 5　评价因子

pH、DO、COD、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

Hg、Cu、Pb、Zn、Cd。

1. 6　评价标准

根据深圳海域的功能区划 ,执行《海水水质标

准》(GB 3097 - 1997)。其中海洋渔业海域、海水养

殖区执行第二类标准 ,一般工业用海区、滨海风景旅

游区执行第三类标准 ,港口海域执行第四类标准。

1. 7　评价方法

海水质量评价采用标准指数法 (单项分指数

法和平均分指数法 ) ,统计样品的超标率。

2　结果分析

2. 1　超标统计

(1)涨潮时

海域涨潮时 , pH值的超标率为 33. 3% ,最大

超标倍数为 2. 06倍 ; DO达标率为 19. 4% ;活性磷

酸盐的超标率为 33. 3% ,最大超标倍数为 2. 67

倍 ;无机氮的超标率为 100. 0% ,最大超标倍数为

7. 59倍 ;石油类的超标率为 30. 6% ,最大超标倍数

为 0. 96倍。

(2)落潮时

海域落潮时 , pH值的超标率为 30. 6% ,最大

超标倍数为 0. 43倍 ; DO达标率为 75. 0% ;活性磷

酸盐的超标率为 63. 9% ,最大超标倍数为 4. 33

倍 ;无机氮的超标率为 100. 0% ,最大超标倍数为

4. 50倍 ;石油类的超标率为 27. 8% ,最大超标倍数

为 0. 92倍。

2. 2　类比分析

(1)涨落潮时类比

将涨潮和落潮时各因子的平均分指数 (Q ie )进

行对比 ,结果见图 1。

图 1　涨落潮时平均分指数对比

由图 1可见 ,涨潮和落潮时 COD、总汞、Cu、

Pb、Zn、Cd和石油类的平均分指数比较接近 ,且都

< 1。涨潮时 DO、无机氮和 pH值的平均分指数明

显高于落潮时 ;落潮时活性磷酸盐的平均分指数高

于涨潮时。

落潮时的水质要优于涨潮时 ,无机氮对水质影

响比较大 ,其次是活性磷酸盐和 DO。pH值和石油

类的平均分指数也比较接近 1,对水质有一定的影

响。其他评价因子的平均分指数比较小 ,对水质的

影响不大。

(2)与历史资料对比

根据珠江口生态监控区 2004年 7月和 2005

年 4月和 8月的监测资料 ,进行类比分析。对比站

位有 JC2、JC8、JC17,对比的项目有 pH值、DO、活

性磷酸盐和无机氮。3次监测的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水质状况类比分析统计数据

日期
pH值

范围 均值

ρ( DO) / (mg·L - 1 )

范围 均值

ρ(无机氮 ) / (μg·L - 1 )

范围 均值

ρ(活性磷酸盐 ) / (μg·L - 1 )

范围 均值

2004 - 07 7. 64～7. 96 7. 76 4. 20～5. 18 4. 61 1 084. 8～1 573. 0 1 316. 1 15. 6～24. 7 19. 5

2005 - 04 7. 00～7. 47 7. 20 2. 28～5. 60 4. 47 1 976. 0～3 182. 0 2 315. 0 27. 0～39. 0 32. 6

2005 - 08 7. 06～7. 91 7. 57 0. 86～6. 00 3. 58 　843. 5～2 578. 4 1 756. 5 5. 3～79. 9 37. 8

2. 3　主要超标因子超标原因分析

DO不达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海水温

度较高 (均值为 29. 63 ℃) , DO 的饱和含量较低

(均值为 7. 49 mg/L) ,并且生物在高温下新陈代谢

比较旺盛 ,消耗了较多的 DO;二是海水 COD和无

机氮含量较高。将 DO实测值对相应的其他污染

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 COD和无机氮与 DO

线性相关性较好 ,并且均呈负相关 ,见图 2和图 3。

COD代表了水中耗氧有机物含量水平 , DO值

越低 , COD值就越高。另外由于水温较高 ,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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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O与 COD的线性关系

图 3　DO与无机氮的线性关系

的分解较快 ,由此加快了水中有机物的分解。

由图 3可见 ,随着水中无机氮含量的增加 ,水

中 DO减少 ,说明无机氮较高也是引起水中 DO消

耗的原因。据美国对长岛湾缺氧现象的研究证实 ,

造成长岛湾夏季缺氧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含氮物质

的输入。

3　建议

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 ,近岸海域、港湾和

河口邻近海域污染物排海量近期内不会明显减少 ,

尤其是无机氮和磷酸盐。海水中的无机氮和磷酸

盐浓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逐渐增加 [ 5 - 6 ]
,另外海岸

大量养殖鱼塘也对海水无机氮的超标有很大贡献。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改善这一状况。

(1)根据市政规划 ,在港区东北端将建设福永

污水处理厂 ,近期处理规模 2 0万 m
3

/ d ,建成以

后可接纳该地区全部污水。针对附近养殖塘偏多

的状况 ,可以采用生物膜法 [ 7 ]就近处理养殖废水。

(2)将规划绿地建设区域范围内原址上的湿

地、水塘保留下来 ,并加以防护、改造 ,成为休闲场

所和绿化景观 ,并根据红树林吸收养殖废水中氮、

磷等营养盐的性质 [ 8 ]
,利用红树林 - 养殖塘生态

耦合系统降低水中污染物浓度 [ 9 - 10 ]
,尽量减少滩

涂养殖对近海海域水质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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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无锡将提高饮用水水源的保护标准

《江苏省无锡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办法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近日公布 ,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草案 》对违法

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全面加大 ,并明确了保护区内排污口封堵时间。

《草案 》首先确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必须坚持环保优先、综合治理、确保安全的原则。同时 ,为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力

度 ,确定市、县 (市 )人民政府要设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委员会 ,统一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 ,饮用水水源

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强调了环保部门对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 ,并明确了主要职责。

《草案 》规定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 ,划定了饮用水水源地的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一级保护区 ,并规定了在饮

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内 14个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不准 ”行为。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07 -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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