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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海海洋环境质量现状与背景值研究》收集了国家和沿海省市908专项近海海域的海水化学、沉
积化学、大气化学和生物质量的现状调查资料，绘制了各介质中海水化学、沉积化学、大气化学和生
物质量各要素平面分布图；对各介质中各要素的含量进行概率分布的拟合检验和可靠性检验，剔除异
常值，求出浓度范围、平均值和背景值，并对其进行分析。
本项研究的成果能在不同尺度反映我国近海海域环境质量现状，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简单明了的海洋
环境质量的空间和时间分布信息，可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政府制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等提供科学依据。
本书由暨卫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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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海海域各季磷酸盐质量平面分布（见图3.19和图3.20）的显著特征与溶解氧的相似，不但同一航
次表底层之间的分布趋势差异大，而且各季度间的差异更大。
　　由图3.19可知，夏季表层仅在渤海湾西部天津附近海域、长江口至杭州湾近岸和三都湾附近等海
域处出现一些主要为二、三类水质的富磷区块，其总面积仅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的2%，其余海域磷酸
盐的质量现状达一类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其底层在黄海中东部、长江口北岸至温州近海、神泉湾至海南岛西南部三处海域出现大片的以二、三
类水质为主并有少量四’类水质的富磷区块；另外在天津附近（由岸至远水质由四类降至一类）、马
祖附近和金门东南附近也出现小的为二、三类水质的富磷斑块，其总面积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
的430100　　冬季表层，几乎整个渤海和北黄海、南黄海的中部和近岸、长江北岸至杭州湾南岸的近
海等海域全被二、三类水质的富磷水体占据，宁波至汕头港沿岸为四类、近岸海域为二、三类水质的
富磷水体占据，其总面积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的28%。
其底层除与表层相似之处外，山东半岛以南至长江口以北的远岸海域及东沙群岛附近海域形成两块大
面积的富磷区域，其中心为一大片水质为四类的重度富磷水体，富磷海域总面积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
的45%。
　　春季表层在天津至渤海湾口、辽东湾南半部、黄海北部、中部及盐城近岸，东海的北中部、长江
北岸至杭州湾南岸、温州至厦门的近岸以及珠江口外等海域出现大小不等的水质为二、三类的富磷区
块，其总面积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的16%；春季底层的分布趋势与其表层的大致相似，但底层富磷水
体的分布区域更为扩大，并在黄海和东海多了几个富磷斑块，其总面积分别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
的22%。
　　秋季表层渤海和北黄海仅有几个很小的水质为二、三类的富磷斑块，在江苏盐城至广东南澳岛的
沿岸（水质为四类）和近岸、神泉湾至珠江西岸以南则有两大片二、三类水质的富磷海域，其总面积
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的13%；秋季底层在渤海口至闽江口大片海域的大部分（其中四类和二、三类水
质约各为1/2）、平潭岛南至东山的近岸海域、汕尾港至海南岛东南远岸海域的大部分都被水质为二、
三类的富磷水体占据，其总面积约占调查海域总面积的62%，为各要素之最，其余约48%海域达磷酸
盐一类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各季海水水质优劣相对比较，夏季优于春季，春季优于秋季，秋季优于冬季，表层优于底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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