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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浒苔，各地都在积极行动。
首先是从整个海洋生态环境角

度，为浒苔阻击战创造一个好的生态
环境。

“整体上看，我国海洋生态环境
状况在不断改善。”受访专家表示，但
养殖业如果不能规范和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也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
影响。

根 据 生 态 环 境 部 公 布 的《2021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与
2020 年相比，江苏、上海和浙江近岸
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有所上升；黄
海未达到Ⅰ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
面积同比减少 640 平方千米。夏季
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面积同比减
少 15160 平方千米。2011—2021 年，
我国管辖海域富营养化海域面积总
体呈下降趋势。

其次是提高紫菜养殖技术，推广
绿色可持续养殖方式。

在早期养殖紫菜过程中，一些养
殖户不仅使用氮肥等营养物质，还会
使用清除杂藻的酸剂、插杆及泡沫浮

体等物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近
岸海域。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工 作 的
推 进 ，紫 菜 养 殖 技 术 不 断 提 高 ，可
持 续 的 绿 色 养 殖 技 术 得 到 了 大 力
推广。

今年，作为全国最大的条斑紫菜
生产基地，江苏省连云港市主动压缩
紫菜养殖规模，确保到 2025 年调减
占用海域指标不少于 9万亩。

记者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江苏
省在苏北辐射沙洲紫菜养殖区共同
组织开展浒苔绿潮防控试验，通过开
展除藻作业、及时回收紫菜养殖筏架
等，从源头上控制入海浒苔绿藻初始
生物量。

今年 6 月，江苏省浒苔绿潮联防
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南京组
织召开全省紫菜养殖防藻新工艺新
材料试验试点效果咨询评估会议，邀
请省内外海洋生物、材料学相关专家
探究浒苔绿潮源头问题，探索形成可
操作性强、经济有效的紫菜养殖防藻
新材料新工艺推广方案。

浒苔又来了。从2007年开始，山
东省青岛市的海岸线连续16年遭遇
大面积浒苔的侵袭。

“今年青岛海域浒苔处理量较去
年大幅下降。近3年里，2021年的浒
苔最多。”青岛市一位参与处置浒苔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山东省海洋预报台监测，截至
7月10日，山东省海域浒苔绿潮覆盖
面积约为60平方千米，较去年同期减

少了866平方千米，减少93.5%。
根据山东省海洋局发布的消息

称，截至7月10日，山东省共派出船
舶 14750 艘次，打捞浒苔约 18.23
万吨，浒苔前置打捞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万吨级浒苔只是冰山一角。人们
不禁要问，这些浒苔到底从哪里来？
又该如何治理浒苔？多年来，相关政
府和专家都在摸索着前行。

在青岛市董家口港站附近，成片的
绵软如丝、纤细如发的绿色浒苔漂浮在
海面上，与蓝色海水形成鲜明对比。被
海水冲到岸上的浒苔，经过暴晒，散发
出阵阵难闻的臭味。

浒 苔 是 绿 藻 门 的 一 种 大 型 海 藻 ，
和紫菜一样，无毒、可食用。生活在海
边 的 青 岛 人 对 浒 苔 司 空 见 惯 。 但 从
2007 年 开 始 ，浒 苔 成 为 青 岛 人 夏 天 的

“噩梦”。
2007 年夏天，正准备迎接北京奥运

会帆船测试赛的青岛，突然遭遇浒苔的
袭击。

青岛市立即进行紧急动员，那一年
有效应对了浒苔所带来的冲击。但随
后，浒苔就成为青岛夏天最不受欢迎的

“常客”。
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最新

发布的《2021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至 2021 年 间 ，除 2012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20 年外，我国
黄 海 海 域 浒 苔 绿 潮 最 大 覆 盖 面 积 皆
超过 500 平方千米。在 2020 年浒苔绿
潮覆盖面积降低至 10 年来最低的 192

平方千米后，2021 年浒苔 绿 潮 忽 然 大
暴 发 ，覆 盖 面 积 达 到 1746 平 方 千 米 ，
是 2020 年 的 9 倍 ，成 为 近 10 年的最大
值。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工程师张盼盼
介绍说，浒苔灾害在我国黄海海域连续
暴发，严重威胁沿海部分地区的生产生
活，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海洋生态灾害
之 一 。“ 浒 苔 具 有 快 速 吸 收 营 养 物 质 、
繁 殖 方 式 多 样 、生 长 速 度 快 等 特 点 。
在 适 宜 环 境 下 暴 发 性 增 殖 会 造 成 景
观破坏、设备损坏及环境污染等次生事
件发生。”

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灾
害公报》显示，2008 年 5 月—8 月，黄海海
域暴发的浒苔灾害造成直接 经 济 损 失
13.22 亿元，2009 年发生的浒苔灾害对
山东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6.41 亿
元。

面对浒苔绿潮侵袭，青岛市提早启
动预警及应对措施，设置多道拦截网，
并加高加密浒苔拦截网，每天安排渔船
沿青岛黄金海岸线进行浒苔打捞，所花
费用高达上亿元。

这些浒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与空间信息学院

教授艾波通过多年研究对比发现，浒苔
每年初始位置多集中在江苏省盐城市附
近海域，在浒苔受风、流等外界强迫驱动
下，漂移方向整体上为向北进入山东半
岛海域。

此外，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浒苔的
大量繁殖与紫菜养殖有相关性。

江苏省是我国条斑紫菜的主产区，全
国97%的条斑紫菜生产企业分布在这里。

2019 年—2020 年，江苏省条斑紫菜
栽培面积为 70 万亩，紫菜种苗培育室面
积达 102 万 m2，占国际紫菜市场的贸易
份额为 65%以上，总产值达 120亿元。

江苏省紫菜养殖产业的兴旺得益于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位于黄海南部
地区，沿海滩涂和浅海海域广阔，特别是
具有全国唯一、世界罕见的辐射沙洲滩
涂，为紫菜养殖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江苏省南通市和盐城市，包括省管
海域适宜养殖紫菜的滩涂范围内，大部
分区域的潮流、水深、营养盐等条件都符
合并非常适宜紫菜生长。

适合紫菜生长的环境，也是浒苔的

“安乐窝”。漂泊在海水中的浒苔孢子，
会混入紫菜养殖区，附着在紫菜养殖筏
中。虽然养殖户会对杂藻进行处理，但
仍会有漏网之“鱼”。

“以前紫菜养殖大部分在浅滩，但近
几年养殖户逐渐向较深海域发展，也给
浒苔生长提供了‘温床’。”采访中，从事相
关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尤其是采用机械
化采收紫菜以后，附着在养殖筏上的浒
苔也会被采收机械扯下，随水流飘散。

趁着渐暖的天气，浒苔“幼苗”在洋
流的带动下“北漂”并生长。当到达黄海
海域，光照、营养、海水、温度变得非常适
合浒苔生长，只要 20 天的时间，浒苔就
能繁殖到原来的 1.5 倍，加上青岛附近海
湾的地形和洋流的影响，让浒苔聚集。

但“紫菜养殖说”并没有得到地方的
认可。

2018 年，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所
长陆勤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
浒苔的监测监视主要集中在江苏海域，
才会得出最早发现的海域是江苏海域的
结论。同时，藻类的生长发展受海水温
度的影响非常大，建议在更大的范围内
开展监测。

常客：不受欢迎的海洋生态灾害

追问：它到底从何而来？

图为绿藻多糖车间图为绿藻多糖车间。。

本报讯 江苏省日前发布《关于
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促进渔
业绿色循环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
改造，进一步提高池塘养殖综合生
产 能 力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 到
2025 年底，完成 165.4 万亩池塘标
准化改造，实现池塘养殖产能稳步
提升，尾水排放稳定达标，水产品有
效供给，渔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通知》从抓紧编制改造方案、
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池塘尾水
治理、推进实施健康养殖、健全经营
和管护机制等 5 个方面提出重点任
务 安 排 。 要 求 各 地 以 县 为 单 位 ，
2022 年 9 月底前制定完成本地区池
塘 标 准 化 改 造 方 案 ，重 点 对 连 片
100 亩以上的及单个养殖主体水面
50 亩以上的池塘实施改造，有条件
的应将小、散池塘纳入改造范围。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
动池塘有序流转、集中经营，促进生
产要素有效配置，加快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鼓励以乡镇人民政府、
村集体组织为实施主体，整体推进
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探索第三方

建设及运营维护尾水处理设施，巩
固提升池塘养殖尾水治理成效。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针对《通知》，生态环境部门将
重点推进 3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监测监控，完善水产
养殖尾水监督性监测机制，开展百
亩以上连片养殖池塘、单个养殖主
体水面大于 50 亩的池塘和工厂化
等其他封闭式养殖水体水产养殖尾
水集中排放期监督性监测，实施尾
水排放备案制度，确保清塘期养殖
尾水达标排放。

二是严格执法监管，逐步将规
模化水产养殖尾水排口纳入排污口
规范化管理，加强对养殖主体的环
境监管，定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三是强化资金支持，加大财政
资金引导力度，计划组织开展现场
帮扶，帮助、指导乡镇、村居（社区）、
水产养殖项目主体申报省级奖补资
金，减轻资金自筹压力。对于分散
独立的养殖承包户，鼓励支持池塘
养殖“绿岛”试点项目建设，帮助中
小市场主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李苑

本报讯 7 月 26 日，陕西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陕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交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报告显示，陕西省各级持续抓
好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对生态
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守护秦岭
生态，438 座小水电站整治全面完
成，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 169 个
矿业权全部退出。秦岭国家公园创
建方案获国家批复，大熊猫国家公
园正式设立。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巩固毛乌素沙漠治理成效；
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
保护，汉江、丹江出境断面始终稳定
保持在Ⅱ类标准。

在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方
面，强化汾渭 平 原 大 气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全 省 环 境空气质量达到“十
三五”以来最好水平。城市、县城污
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6.8%和 92.8%，
全省水环境质量创 近 20 年 来 最 好
水平。

同时，强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全省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安全。

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十三
五”以来，陕西省累计淘汰钢铁、煤
炭、水泥、电石等产能 1037.3 万吨，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升至
35%。2015年—2021年，陕西省政府
采购节能环保产品总量达18.64亿元，
同类产品占比93.95%。

马旭东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王菲
报道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地下水
环境质量，今年以来，河北省优化调
整监测点位，完善监测网络，初步建
成国家地下水考核点位、省级点位的
监测网络，培养一批地下水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一批重点区域的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评估项目，促
进提升地下水环境监测能力水平。

完善监测网络，河北省生态环
境部门积极与自然资源、水利、地矿
等 部 门 沟 通 协 调 ，到 实 地 现 场 踏
勘。经专家团队多次论证，将河北
省原有的 26 个国考点位调整到 88
个，形成更加完善的国家地下水环
境质量监测网络，将更加全面地反
映河北省地下水环境质量。

在调整优化国考点位基础上，
河北省以农用地土壤详查、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土壤调查以及工业园
区、水源地周边、危险废物和垃圾填
埋场等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成
果为依托，结合全省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对省级地下水监测点位进行
优化调整，形成了以国考点位为主、
省级点位为补充的河北省地下水环
境质量监测网络。

由 于 地 下 水 环 境 监测的特殊
性，不能直接进行采样分析，而是要
完成监测井测量、洗井后才能开展样
品采集，且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水
文地质知识。这对监测人员的能力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河
北省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多次前往
监测现场熟悉工作流程，邀请专家
对全省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认
真开展数据审核和结果分析，各项
监测工作有序推进。

一方面围堵、压缩浒苔的生长发
育空间，另一方面，人们也在探索如
何综合利用浒苔。

十几年来，浒苔已经从“北漂外
来户”变成了青岛附近海域的“本地
户”。浒苔孢子已经在黄海海底的沉
积物中“生根”，随着海浪搅和，浒苔
孢子就会释放到海水中。

业内专家总结，黄海浒苔的发生
发展过程呈现出“分散发育，聚集爆
发，扩散消亡”的特点。

浒苔无毒，但与紫菜相比，呈现
出网状结构，其结构较为坚韧，很难
破坏。这些特点给浒苔资源化利用
带来挑战。

从 2009 年开始，青岛海大生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生
物）就承担起青岛市每年夏季打捞浒
苔的处置工作。

海大生物集团的技术团队十几
年来持续对浒苔的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进行系统研究。截至目前，
已经开发了一系列海藻生物肥料和
海藻生物制品，建成“青岛市浒苔资
源高值化利用基地”，并建设国际上

唯一的规模化绿藻多糖提取、纯化、
制备以及绿藻多糖系列制剂生产的
专 业 化 车 间 ，可 日 处 理 新 鲜 浒 苔
3000 吨，成果获得国家海洋工程科
学技术一等奖。应用新技术，浒苔变
成浒苔多糖、新型海藻有机水溶肥
料、动物免疫增强剂和农用绿藻糖肽
生物制品等产品。

不过，相对于万吨级的浒苔，靠
资源化利用解决浒苔绿潮问题仍显

“杯水车薪”。
目前，山东、江苏两省正在开展

前置打捞工作。根据部署，山东省设
置三道防线防控浒苔绿潮；江苏省推
进除藻作业和筏架回收，对发现的养
殖企业浒苔入滩、竹竿入海等问题进
行督促整改。

多措并举，浒苔阻击战取得一定
成效。自然资源领域“十三五”时期
主要工作成果发布时提到，黄海浒苔
绿潮灾害治理取得重大成果，2020
年最大覆盖面积与近 5 年均值相比
下降 54.9%，持续时间缩短 30天。

这场浒苔阻击战在未来一段时
期，仍将持续。

利用：大力开发资源化产品

资讯速递

陕西水环境质量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
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6.8%和 92.8%

江苏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到 2025 年底完成改造，尾水排放稳定达标

河北提升地下水环境监测能力
完善监测网络，国考点位调整到 88 个

浒浒苔频频苔频频侵袭侵袭，，病根何在病根何在？？
专家建议推广紫菜绿色专家建议推广紫菜绿色养殖技术养殖技术，，加大浒苔综合利用力度加大浒苔综合利用力度

◆◆本报记者文雯本报记者文雯

图为青岛市正在打捞海面上的浒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