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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源湾的港口建设和经济开发，对于带动整个闽东经济的腾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相对闽南金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言，闽东金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随着福州市对外开
放的进一步发展，罗源湾地区作为福州外港以解决福州市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适应福州市经济
布局调整、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布局需求，缓解福州市面临日益严重的港口货运不畅、生态环境恶化、
土地资源紧张等压力，已成为势在必行的大趋势。
可以预见，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罗源湾区域将进一步城市化和工业化，罗源湾资源的开
发利用强度将日益加大。
1998年福建省政府批准罗源湾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1999年国土资源部批准罗源湾开发区3107公顷的
成片土地为全国首个土地综合开发整理示范区，罗源县“十五”和2010年发展战略规划的战略总目标
是要把罗源湾建成集港口、工贸、旅游、生态农业为一体的新兴港口海滨旅游城市。
国家九部委联合批准建立罗源湾科技兴海基地。
罗源湾为典型的半封闭海湾，水体交换能力较差，海域环境容量有限。
随着罗源湾周边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以及海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罗源湾所面临的生态环境
压力将日益增大。
一方面，罗源湾水产养殖和沿岸城镇工农业发展迅速，排海污染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罗源
湾海区大规模围填海工程的实施，虽为区域经济发展弥补了土地资源的不足，同时也造成了水质恶化
、环境容量降低以及生态敏感区破坏等生态影响。
为加强罗源湾海洋环境的科学管理，促进海湾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遏制罗源湾海洋环境质量的进一
步恶化，2004-年4月，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同意立项研究建议，决定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承
担“福建罗源湾环境容量与海洋生态保护规划研究”课题。
2004.年6月，第三海洋研究所课题组科研人员在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文献查询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了“福建罗源湾环境容量与海洋生态保护规划研究实施方案”，并报经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同意。
2005年6月，国家海洋局将罗源湾、泉州湾、深圳湾列为海域环境容量及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试点
（国海环字[2005]2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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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湾环境容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以罗源湾为例》是一本较系统地论述福建省罗源湾海域环境
容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著作。
全书共分6章，全面介绍了罗源湾的水文地质、气候气象、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生物生态、人海
污染源等相关资料，重点分析了罗源湾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建立潮流场数值模型和水质模型计算
了罗源湾的环境容量、合理选择并计算了污水排放口的纳污能力、确定了罗源湾人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方案，此外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罗源湾海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直接为罗源湾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服务。
　　《海湾环境容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以罗源湾为例》可供沿海各级政府部门、环保部门、规划部
门、管理部门以及从事海洋化学、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中、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的师生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湾环境容量与生态环境保�>>

书籍目录

第1章 罗源湾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概况1.1 自然环境概况1.1.1 地质地貌1.1.2 气象气候1.1.3 水文动力1.2 
社会环境概况1.2.1 罗源县社会经济概况1.2.2 连江县社会经济概况1.3 罗源湾海洋资源概况1.3.1 港口航
运资源1.3.2 渔业资源1.3.3 矿产资源1.4 罗源湾及周边地区开发利用现状1.4.1 基于遥感的罗源湾及周边
地区土地利用分类1.4.2 罗源湾近年浅海滩涂水产养殖基本情况1.5 罗源湾相关规划1.5.1 罗源湾海洋功
能区划1.5.2 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5.3 福州港总体规划1.5.4 罗源县“十一五”规划1.5.5 连江县“十一五
”规划1.5.6 福州港可门深水港区总体规划布局1.5.7 福州可门港经济区总体规划第2章 罗源湾入海污染
物负荷估算及发展预测2.1 污染负荷现状估算2.1.1 土地及海域使用分类及汇水区的划分2.1.2 陆源污染
负荷分析2.1.3 海上污染2.1.4 污染物现状估算结果2.2 污染物排放预测2.2.1 陆源污染物排放量预测2.2.2 
海上污染源排放量预测2.2.3 污染物排放预测结果2.3 结果分析第3章 罗源湾生态环境状况3.1 罗源湾水
环境质量3.1.1 水质现状3.1.2 罗源湾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的月际变化3.1.3 罗源湾主要水质因
子的平面分布特征3.1.4 罗源湾海水水质动态变化趋势3.2 沉积物环境质量3.2.1 沉积物环境质量现状3.2.2
沉积物的动态变化3.3 海域生物生态3.3.1 叶绿素和初级生产力3.3.2 浮游植物3.3.3 浮游动物3.3.4 浅海底
栖生物3.3.5 渔业资源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3.4 海洋生物质量分析3.5 水体富营养化分析3.5.1 水体富营养
化现状评价3.5.2 富营养化原因分析3.6 赤潮趋势分析3.7 生态环境状况小结及存在的主要问题3.7.1 生态
环境状况小结3.7.2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第4章 罗源湾环境容量计算4.1 环境容量研究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原
则4.1.1 环境容量的概念和定义4.1.2 水环境容量的国内外研究进展4.1.3 海域环境容量研究的技术依据4.2
环境容量控制因子的选择4.2.1 环境容量控制(思路)原则4.2.2 环境容量控制因子的选择4.3 环境容量控制
因子的控制目标4.3.1 COD4.3.2 石油类4.4 环境容量与纳污能力的关系4.5 罗源湾海水COD生化降解实
验4.5.1 材料与方法4.5.2 结果4.5.3 结论4.6 罗源湾海域环境容量模拟研究4.6.1 潮流场数值模拟4.6.2 罗源
湾海域环境容量研究第5章 罗源湾污水排放口的选择与海域纳污能力计算5.1 污水排放口的选择5.1.1 污
水处理、排海和海域水质控制的基本原则5.1.2 污水排放方式与排放口位置的基本条件5.1.3 罗源湾污水
排放口的选择5.2 污染物浓度场的数值模型5.2.1 预测因子5.2.2 二维水质预测数值模型5.3 罗源湾海
域cOD背景浓度场的模拟5.4 罗源湾海域纳污能力5.4.1 预测因子阈值5.4.2 混合区范围的确定5.4.3 罗源
湾海域的纳污能力5.4.4 小节第6章 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6.1 罗源湾海洋环境保护分
区规划6.1.1 基于海洋功能区划的环境质量分区控制规划6.1.2 入海污染物控制标准6.1.3 海洋环境分区保
护和污染控制规划6.2 污染物人海总量控制6.2.1 罗源湾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6.2.2 污染物总量控制
与削减措施6.3 罗源湾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建议6.3.1 对区域总体规划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建
议6.3.2 海水养殖规模和结构调整建议6.3.3 城市排污口规划及调整建议6.4 罗源湾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规划6.4.1 构建罗源湾自然生态保护体系6.4.2 实施海岸带景观带和海岸生态隔离带建设计划6.4.3 严格控
制围填海工程规模6.4.4 开展罗源湾西、南部海域整治，修复受损生态系统6.5 罗源湾海洋生态环境综
合监控计划6.5.1 主要监测内容与站位布设原则6.5.2 监控重点6.6 投资估算、效益与可达性分析6.6.1 罗
源湾环境保护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6.6.2 规划可达性分析6.7 罗源湾海洋综合管理和规划实施保障6.7.1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罗源湾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6.7.2 加大法规建设的力度，严格海域环境管理6.7.3 实
施总量控制，推进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6.7.4 加大资金投入，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6.7.5 加强宣传
教育，扩大公众参与6.7.6 加大技术支持力度，发展环保产业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湾环境容量与生态环境保�>>

章节摘录

插图：水体和植被有其独特的波谱特性，因此根据它们的这一特性分别建立水体指数和植被指数，将
水体和植被从原始影像中提取出来。
围垦这一土地利用类型也表征为水体，但是根据形状指数可以很好地将其与水体分离。
植被中主要包括林地、疏林、园地和耕地。
根据该地区的资料可知，耕地主要分布在高程400m以下，而且耕地类型主要为水田。
因此，首先利用监督分类将四种地物做一个初步分类，然后再根据植被指数、穗帽变换的湿度分量以
及高程知识将分类结果做后处理。
将水体和植被从原始影像中掩膜出来，将剩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从影像中解译出来。
剩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包括居民地、滩涂和裸岩，这三者的分布与地形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利用监
督分类将三者初步分离，然后再根据高程将其做进一步处理。
因此，最终确定将遥感影像分成林地、疏林、园地、耕地、围垦、居民地、水体、滩涂、裸岩九类。
1.4.1.4 分类结果分析根据目视判读及所掌握的资料对分类结果进行分析，在分类结果中，园地和耕地
分类精度相对较低。
一方面由于该地区的地形起伏较大，地物类型繁多，而且园地、耕地的分布比较零散。
林地、园地和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异物同谱和同物异谱现象，造成这三者之问的混分。
另一方面，由于FM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为30m，影像上存在较多的混合像元，混合像元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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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湾环境容量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以罗源湾为例》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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