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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近几年的海洋常规监测数据$确定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底栖贝类体内典型微污染物的含量及其空间分布B结果表

明$在 *%h以上的站点中$贝类体内石油烃含量超过国家海洋生物质量第$类标准"") *UPU$湿重$下同#$尤其是大连湾和河

北新村附近海域贝类体内含量甚至高出第&类标准"&( *UPU$以湿重计#$并且$近年来大部分海域贻贝体内的 V\6N都保持在

较高水平"高于第$类标准#B重金属 3N和 VC 在少数站点"如烟台海水养殖区和莱州湾#出现相对高值’而 6? 和 \U的高值站点

"超过第%类标准$6? 为’ ((( 8UPU$以湿重计$\U为 "(( 8UPU$以湿重计#则分别位于大连湾和河北新村海区B另外$贝类体内的

\U含量在辽东湾(山东半岛附近海域呈现逐年增加的变化趋势B在所有监测站点$底栖贝类体内 V6TN和 \6\N的含量通常较

低B但与金属 \U相似$在辽东湾等部分海域$贝类体内两者的浓度也表现出递增的年际变化特点B新近的监测结果显示$底栖贝

类体内 WW2N含量的高值站点"超过第$类标准$"( 8UPU$以湿重计#大部分集中在渤海湾的河北省沿岸"如赵家堡和新村#B这些

海域连续多年的监测结果表明$除历史残留外$附近可能存在新的 WW2输入源B据此$在大连湾(河北新村附近海域$底栖贝类体

内石油烃 V\6N(6? 和 \U含量相当高"超过第%类标准#$可视为较高潜在生态风险区’而对于近年来贻贝体内浓度呈现逐年上升

趋势"如 \U(V6TN和 \6\N#的沿岸海区$如辽东湾(山东半岛周边的黄海海域需要给予必要的重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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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通常作为近海底栖生态系统污染状况和食
物链暴露风险的重要生物指示物$在亚洲乃至世界
范围内已有广泛应用 +" jE,B改革开放以来$渤海和黄
海北部沿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明显’但大
规模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类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大
气沉降(航运运输等途径对近岸海洋资源构成直接
威胁B涵盖大范围(多站点(多物种的第 ’ 次全国海
洋污染基线调查已结束约 "( 年 +)$%, ’而近期的相关
研究大多只涉及局部海区$样点较少且分布不
均 +$ j"",B为较为全面地了解上述海域底栖环境的质
量现状$本研究根据最近几年多站点海洋常规监测
数据$确定底栖贝类体内微污染物的含量水平(空间
分布及其年际变化’在此基础上$开展潜在生态风险
的初步评价B

JK材料与方法

JLJ!样品采集与前处理
选择 ’(() j’((& 年期间近海常规监测所设定

的 )’ 个站点"其中绝大多数与第 ’ 次全国海洋污染
基线调查站点重合或相近#$如图 " 所示B采集物种
都是当地的经济海产$主要包括!菲律宾蛤仔(蛤蜊
"四角蛤蜊#(紫贻贝(牡蛎"褶牡蛎#(文蛤等B生物
样品的采集(前处理及分析方法主要参照文献
+"’,B在各站点$底栖贻贝物种采集大小相近的完
整个体约 "‘) IU$现场用海水洗净后$放入广口玻璃
瓶中$封口后冰冻保存" a’(r#$于 ’E : 内运抵实
验室B用不锈钢刀切开$清除体内杂物$取出柔软组
织"不丢失体液#$将同种个体合并$混合匀浆后放
入广口玻璃瓶中密封$冰冻保存B3N(6?(VC 分析采
用干样$而总 \U和主要有机污染物分析采用湿样
"鲜样#B样品干重测定过程!! 加热烘干B将容量瓶
磨口盖半开并放入烘箱中$’ : 后取出至干燥器中
冷却 *( FA8B加盖用天平称重B取 ) j"( U样品放入
称量瓶$加盖再称重 " g(‘) FU#B然后将称量瓶半
开盖放入 "()r烘箱中$’E : 后取出$在干燥器中冷
却 *( FA8B加盖称重B重复操作$直至前后 ’ 次烘干
重量差小于总重量的 (‘)h$由此计算干重和干湿
比B" 冷冻干燥B对高脂样品$准确称取 " j’ U制
样$冷冻干燥 ’E :$称重’重复冷冻干燥 ’E : 后再称
重B’ 次称重的重量差需小于总重量的 (‘)h’否则
继续B计算干重和干湿比B干样用玛瑙钵研碎$全部
筛过 &( j"(( 目"尼龙筛#B
JLN!主要的分析试剂

正己烷用全玻璃蒸馏器重新蒸馏$收集 %& j

图 JK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底栖贝类采样站点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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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馏分B丙酮用全玻璃蒸馏器重新蒸馏$收集 )&
j)#r馏分B浓硫酸为优级纯B无水硫酸钠在 )((r
烘 % :$冷却后置于燥器中保存’’h无水硫酸钠水溶
液!称取 ’( U无水硫酸钠溶于水中$稀释至" (((
F4B中性氧化铝""(( j’(( 目#在 E((r烘干 E :$冷
却后加 *h jEh水去活化$置于干燥器中保存B佛
罗里硅土""(( j’(( 目#在 "E(r下烘干 E :$冷却
后置于燥器中保存B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贮存溶液!
采用异辛烷配制的 "% 种有机氯农药标准溶液$其中
含 *D%%%( +D%%%( ,D%%%( ’D%%%( 0$0WDWW+( ($0WD
WW2( 0$0WDWWW( 0$0WDWW2等有机氯农药$浓度分
别为 "‘( FUPF4B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使用溶液配
制!使用正己烷稀释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贮存溶液
而得$各组分含量为 (‘() *UPF4B
JLM!石油烃"O@9L7:<?L7MGLC78N$ V\6N#检测

准确称取 ’ U解冻鲜样于 %( F4皂化瓶中$加
入 ’( F4,G0\溶液"% F7;P4#和 ’( F4无水乙醇$
充分振荡B室温下皂化 ) j% :$每隔 " j’ : 轻摇数
次$制得消化液B再用氟利昂"=""*#提取消化液$氟
利昂挥发后的残留物在 %)r水浴中用环己烷溶解B
利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激发波长 *"( 8F$发射
波长 *%( 8FB外标法定量$相对标准偏差 "/5W#为
$‘)h$回收率为 $(h左右B
JLR!重金属类检测

3N检测!将 (‘) U干样放入砷化氢发生瓶中$加
入 "( F4浓 \,0*$在 "%( j"&(r电热板上加热蒸
发至 " F4左右$取下冷却B再加入 * F4浓 \,0*("
F4浓 \6;0E 和 ’ F4浓 \’50E$继续加热至冒大量
白烟$冷却后用蒸馏水冲洗瓶壁$继续加热至消解液
透明清亮B冷却后加入 *( F4蒸馏水$加热溶解$冷

%EE



’ 期 刘文新等!近年渤海与黄海北部沿岸底栖贝类体内微污染物的分布特征

却制得消解液B6? 和 VC 检测!称取 (‘E U干样放入
高压罐中$加入 * F4浓 \,0* 并盖紧$在电热恒温
箱中 "*(r消解 "‘) :B取出冷却至室温B将消解液
全量转入 "( F4容量瓶中$加蒸馏水至刻度标线$混
匀后制得消解液B总 \U检测!称取 ’‘) U湿样$放入
"(( F4烧杯中$加入 E( FU-’0) 和 & F4浓 \,0*$
在 "E( j"%(r电热板上加热 "( FA8B稍冷加入 ")
F4浓 \’50E$继续加热 ’( FA8B稍冷加入 "( F4蒸
馏水$再加热 *( FA8B冷却后全量转入 "(( F4容量
瓶中$加蒸馏水稀释至标线$混匀后得到消解液B
JLQ!六六六":@JGM:;7L7M<M;7:@JG8@N$ \6\N#检测

准确称取 * U生物干样与 "( U无水硫酸钠混
匀$放入索氏提取器中加 "(( F4正己烷D丙酮""w"$
体积比#浸泡 "’ :B在 $) j&(r水浴中回流提取 "%
:’冷至室温后$将提取液转移到已加入 ’)( F4’h
无水硫酸钠水溶液的梨型分液漏斗中$分别用 *(
F4丙酮冲洗索氏提取器 * 次$合并于分液漏斗中$
振摇 " FA8$静置分层$除去水相$收集正己烷相$做
为样品提取液待净化B

在层析柱底部加少许经正己烷处理过的玻璃棉$
防止填料泄漏B加入 *( F4正己烷$称取 % U佛罗里
硅土或 "’ U中性氧化铝装入层析柱中$上部再加入 "
U,G’50E‘将浓缩的样品提取液全量移入层析柱上$
用 &( F4二氯甲烷D正己烷 ""w"$体积比#以 "‘(
F4PFA8的速度淋洗层析柱$收集淋洗液于旋转蒸发
器浓缩瓶中$浓缩至 " F4$做为样品净化液$待测定B

除不加生物样外$加入 ’( U无水 ,G’50E 和 "
F4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使用溶液$后续步骤与样品
的提取和净化相同$最终定容至 " F4$作为加标样
进行测定B利用配备电子捕获器" %* ,A#的气相色谱
仪"Z6D+6W$\V)&#( #测定B由 6:@F5@LSAM@购得
\6\N母体化合物混合标样B利用标准保留时间识
别色谱峰B外标法定量B重复性 /5W为 E‘&h j
#‘&h"+ n*#$平均回收率为 &$h j#Eh"+ n*#B
JL!!多氯联苯 " O7;<M:;7LA8G9@? CAO:@8<;N$ V6TN#
和 WW2N" ?AM:;7L7?AO:@8<;9LAM:;7L7@9:G8@N$ WW2N#
检测

海洋常规监测项目通常包括 "( 种 V6T同系
物$即 V6T’&( )’( "("( ""’( ""&( "*&( ")*( "))(
"&( 及 "#&".XV36编号#B称取 "( U鲜样$加 E( U无
水 ,G’50E 混匀$用 *(( F4正己烷D二氯甲烷混合溶
剂"’w"$体积比#在索氏提取器中提取 & :"&(r$水
浴#B提取液通过无水 ,G’50E 层析柱后用 D̂W浓缩
器收集$$)r水浴中通 ,’ 浓缩至 (‘) F4$再加正己

烷定容至 " F4B浓缩液注入多层氧化铝层析柱"’(
F4正己烷$" MF无水 ,G’50E$) U佛罗里硅土$" MF
无水 ,G’50E #$用 "(( F4二氯甲烷D正己烷混合溶
剂"*w$$体积比#淋洗$洗脱液于 &(r水浴通 ,’ 浓
缩至 (‘) F4$再加正己烷定容至 " F4B将净化液装
入微型活性炭柱"" MF无水 ,G’50E$"‘( U活性炭
粉#$用 "(( F4丙酮淋洗$洗脱液为第一馏分B再用
"(( F4苯淋洗$淋洗液为第二馏分B将第一与第二馏
分分别于 $(r和 #(r水浴通,’ 浓缩至 (‘) F4$再加
正己烷定容至 "‘( F4B’ 个馏分中相应组分之和即为
V6TN的总浓度B检测 E 种 WW2N组分 "($0pDWW2(
0$0pDWW2( 0$0pDWWW和 0$0pDWW+#的前期提取和净
化过程等同于 V6TN第一馏分B利用配备电子捕获器
" %*,A#的气相色谱仪"Z6D+6W$\V)&#(#测定 WW2N
和 V6TNB利用色谱峰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B
V6TN平均回收率为 $’h j&&h$重复性 /5W为
’‘#h jE‘%h"+ n*#’WW2N平均回收率为 &E‘%h j
"("‘#h$重复性 /5W为 %‘’h j&‘)h"+ n*#B

有机污染物检测过程中$每 "( 个样品$添加一个
程序空白和加标样品$所加标样包括所有目标化合
物$以检测可能的干扰和交叉污染B所有测定结果均
为湿重形式B各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引用标准参见表
"B目前$国际上缺乏统一或公认的生态风险评价方
法$本研究根据近海污染常规监测的目的和特点$选
用国家正式颁布的海洋生物质量最新标准作为潜在
生态风险评价的对照基准+"*, $其中第$j&类质量标
准分别标注为 ZTD$jZTD&"下文同#$以便于与同期
进行的其它海区调查结果相对照B需要指出$限于目
前海洋常规监测的条件和上报数据的要求$文中贝类
体内的微量有毒物均以总量表示B另外受条件限制$
多数站点通常采集一种代表性底栖贻贝$对少数站点
采集的多种贝类则取其含量的平均值B

NK结果与讨论

NLJ!石油烃类 V\6N
目标海域底栖贝类体内石油烃类 V\6N的监测

结果如图 ’ 所示B
由图 ’$’((&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V\6N相对高

值区绝大部分集中在辽东半岛附近的黄海北部(辽
东湾和渤海湾$超标情况较为严重的站点所可能引
发的潜在生态风险需引起足够重视$如超出&类标
准的黄海北部站点 & "董家沟$"(" *UPU$以湿重
计#(渤海湾站点 *% "新村$&" *UPU$以湿重计#(以
及达到%类标准的辽东湾站点 ’E"山海关海域#B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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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JK贝类体内残毒测试方法及比较标准

2GC;@"!38G;<9AMG;F@9:7?NG8? M7FOGLAN78 N9G8?GL?NR7L97JAML@NA?>@NA8 F>NN@;N

污染物 分析方法 引用标准
评价标准"# "湿重$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 s"( a#

第$类 第%类 第&类
评价标准引用 +"*,

3N 原子荧光法 ZT"$*$& " ((( ) ((( & ((( ZT"&E’"D’(("
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ZT"$*$& ’(( ’ ((( ) ((( ZT"&E’"D’(("
\U 原子荧光法 ZT"$*$& )( "(( *(( ZT"&E’"D’(("
VC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ZT"$*$& "(( ’ ((( % ((( ZT"&E’"D’(("
V\6N 紫外分光光度法 ZT"$*$& ") ((( )( ((( &( ((( ZT"&E’"D’(("

WW2N’# 气相色谱法 ZT"$*$& "( "(( )(( ZT"&E’"D’(("

\6\N’# 气相色谱法 ZT"$*$& ’( ")( )(( ZT"&E’"D’(("

V6TN 气相色谱法 ZT"$*$& "(( "(( "((
.89B ]7A8967FFB 3d>GB 4AR@
Z>A?@;A8@N

"# 评价标准分类适用于不同功能海区$第$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水养殖区(海洋自然保护区(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第%
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类适用于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 ’# 分别为 WW2/的 E 种异构体 "0$0WDWWW( 0$0WD
WW+(0$0WDWW2(($0WDWW2#和 \6\的 E 种异构体"*D( +D(,D和 ’D\6\#总和

图 NK各站点底栖贝类体内 2:-,浓度$*%范围

=AUB’!678M@89LG9A78 LG8U@N7RV\6NA8 C@89:AM

F>NN@;NG9?ARR@L@89NA9@N

!

据 ’((& 年的监测数据$贝类体内 V\6N的监测含量
超过国家海洋生物质量第$类标准的站点比例已达
*%h""#P)’#以上B而且$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近年
贝类的监测水平已超过同期东海沿岸 ""‘* j*$‘%

*UPU$以湿重计# +"E,B自 ’(() 年以来$在目标海域内
的多数站点$底栖贝类体内 V\6N监测含量呈现逐
年上升的变化趋势$尤以辽东湾明显$如图 ’ 所示B
高值站点周边地区的石油化工与精炼所排放的工业
废水可能是主要的污染来源 +)$%, ’同时$与附近的大
型工业(渔业港口(大型化工(轮胎制造厂也有关系B
此外$邻近海域的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也可能引发
一些负面影响$如钻井平台和油船运输中的泄漏B

"( G前的第 ’ 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结果+)$%,

显示$在辽东湾的王家窝铺(老河口(葫芦岛"大致对
应本研究站点 "# j’"#(莱州湾的央子港"对应本研
究站点 E(#以及山东半岛威海"对应本研究站点 E$#
海域内$底栖贻贝体内具有较高的 V\6N含量B通过
结果比较$除央子港(威海站点贻贝体内含量明显降
低外$辽东湾的多数站点近几年来仍保持在较高水

平$其潜在的底栖生境的生态风险值得关注B
NLN!重金属

痕量重金属在目标海域底栖贝类体内的分布情
况如图 * 所示B

依据图 *$’(() j’(($ 年贻贝体内高含量 3N的
站点"超过 ZTD$类标准#主要集中在辽东湾(辽东
半岛附近黄海海区(以及渤海湾B’((& 年$目标海区
大多数站点的监测数据显示贻贝体内 3N含量较前
几年明显下降’只有山东半岛近海(莱州湾及辽东湾
的少数站点出现较高水平$尤其是烟台附近的海水
养殖区"站点 E) 和 E%#B而贻贝体内 6? 的含量普遍
较低$新近的监测结果显示只有辽东半岛大连湾的
站点 # 超过 ZTD%类标准B其它往年出现相对高值
的站点$如辽东半岛的站点 % 和渤海湾站点 *& 都显
著降低B就重金属 \U而言$往年的高值站点 *$ 和
*& 在 ’((& 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而新近的监测结
果显示在河北新村海域出现超过 ZTD%类标准的高
值站点 *%$值得重视B另外$在辽东湾和渤海湾的许
多站点$贻贝体内的 \U浓度在 ’(() j’((& 年期间
呈现年际上升的趋势’不过$目标海区的总体含量仍
低于 ZTD$类水平BVC 的情况与 3N类似$监测海区
贻贝体内的VC 含量总体表现为按年际降低的趋势B
而且$除莱州湾个别站点"如羊口站点 *#(滨海滩涂
站点 E(#外$’((& 年的监测结果未出现明显的高值
站点B上述结果与 ’(() 年同期部分海域的监测结果
也大体相当 +"),B

"##& 年第 ’ 次污染基线调查结果 +)$%,显示$超
过 ZTD%类标准的 3N高值站点出现在莱州湾羊角
沟’6? 高值站点出现在莱州湾羊角沟(辽东湾二界
沟(王家窝铺’\U高值站点位于莱州湾羊角沟(辽东
湾王家窝铺(老河口’而 VC 高值站点为莱州湾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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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K各站点底栖贝类体内痕量金属浓度$*%范围

=AUB*!678M@89LG9A78 LG8U@N7R9LGM@F@9G;NA8 C@89:AMF>NN@;NG9?ARR@L@89NA9@N

沟和辽东湾的复州湾B据此$基线调查中贝类体内多
种金属高值集中出现的站点位于莱州湾的羊角沟
"大致对应本研究站点 *##B经比较$该站点除去贻
贝体内的VC 仍保持较高水平外$其它重金属含量则
显著降低B
NLM!多氯联苯 V6TN

底栖贝类体内多氯联苯 V6TN在各监测站点的
分布情况如图 E 所示B

图 RK各站点底栖贝类体内 2-X,浓度$*%范围

=AUBE!678M@89LG9A78 LG8U@N7RV6TNA8 C@89:AM

F>NN@;NG9?ARR@L@89NA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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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结果显示$目标海区近岸站点贝类体内
V6TN的浓度水平普遍不高$低于同期华南沿海海域
监测结果 +"%, $也低于相关的海洋生物质量分类标准
"如图 E#B贝类体内浓度的年际变化相对明显且呈
上升趋势的站点主要集中在辽东湾和渤海湾’而其

它海区的大多数站点波动很小B在辽东湾站点 ’*(
渤海湾站点 *) 和 *% 等出现相对高值的站点则需要
保持监测B总体而言$目标海区内 V6TN的潜在生态
风险都较低B第 ’ 次污染基线的调查结果 +)$%,显示$
主要的高值站点集中在莱州湾内$如羊角沟’不过$
自 ’(() 年以来$这些站点贝类体内的 V6TN含量已
有显著减低B
NLR!滴滴涕类 WW2N和六六六类 \6\N

在目标海域中$底栖贝类体内残留滴滴涕类
WW2N和六六六类 \6\N的空间分布状况如图 )
所示B

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评价标准还仅限于 WW2N
的总量B近期监测结果超过第%类标准的站点主要
集中在渤海湾$如站点 ’#"捞鱼尖#(*)"赵家堡#和
*%"新村#B贻贝体内的残留浓度与往年长江口 +"$, (
东海厦门海域 +"&,贝类体内的水平相当B’((& 年辽
东半岛站点 # 的监测结果相对往年明显降低’不过$
调查海域内超过 ZTD%类标准的贝类体内浓度则远
高于地中海"中亚得里亚海#的贝类水平 +"#,B在以往
开展的亚洲沿岸地区海洋底栖动物调查中$我国底
栖生物体内的 WW2N含量当时位居首位 +",B海洋生
物体内的 WW2半衰期约为 "( j’( G+’(, $尽管国内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已禁止 WW2的施用$但其生
物残留量仍可保持较高水平 +’"$’’,B除施用后的历史
残留"经由陆源径流入海#外$当地小规模的违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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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K各站点底栖贝类体内 55D,&:-:,浓度$*%范围

=AUB)!678M@89LG9A78 LG8U@N7RWW2NG8? \6\NA8 C@89:AMF>NN@;NG9?ARR@L@89NA9@N

!

用 WW2农药(其它在用农药 "如三氯杀螨醇 #中
WW2的杂质成分(小型船舶外用涂料"油漆#中的杂
质(以及异地排放源经大气传输和沉降的输入也是
潜在的暴露源 +’* j’),B另据 ’(() 年的监测结果 +"", $
在大连金州湾(青岛和烟台近海的贻贝体内都曾检
测出高 WW2含量B对比 "( G前进行的第 ’ 次全国海
洋污染基线调查有关 WW2N的结果 +)$%, $当时的高值
站点大都集中在渤海湾海域$如黑沿子 "对应本研
究站点 *(#和赵家堡"对应本研究站点 *)#B前者贝
类体内浓度目前已降至很低水平’而后者却依然保
持较高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附近区域可能仍存
在新的 WW2输入源B

亲脂性的 WW2N易于沿食物链进行生物放大$
从而对高营养层次的水生生物群落以及人类的生殖
和内分泌造成不良影响 +’%,B以往的许多研究显示$
摄食大量污染的海产食品的人群其组织中的污染物
残留量远高于普通对照人群$这一现象业已引起公
众和政府的高度重视B美国环保局 X5+V3推荐的针
对野生动物的 0$0pDWW2( 0$0pDWWW以及 0$0pDWW+
的环境质量标准均为 (‘’ 8UPU湿重 +’(,B根据 ’((&
年的监测数据$WW2N总含量远远超过"若按其 )( 倍
计$即 ZTD.类水平$"( 8UPU湿重#该质量标准的站
点主要位于渤海湾(辽东湾(以及辽东半岛附近的黄
海海区B尽管国内的海洋常规监测没有提供有关
WW2N组分谱的分析结果$但较高的总量数据从一个
侧面也反映出该海区具有一定的潜在暴露风险B

在所监测的近岸海域$底栖贝类体内的 \6\N
含量普遍较低$与长江口海域大体相当 +"$,B其中$
’((& 年监测结果均低于 ZTD$类水平$其潜在的生
态风险不高B此外$在辽东湾(莱州湾(山东半岛附近
黄海海域内的部分站点$贻贝体内 \6\N含量的年际
变化表现出增长态势$值得注意B第 ’ 次全国海洋污

染基线调查中并没有提供有关 \6\N的监测数据$为
此$本研究所提供的结果可用于填补这一空白B需要
指明$由于海洋常规监测数据没有给出 WW2N(\6\N
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组分谱信息"原因之一在于前
述的评价标准还仅考虑污染物总量#$故暂时无法开
展污染来源的初步解析B为此$建议今后的常规监测
数据应予以提供B另外$其它一些具有重要生态环境
影响的持久性有毒污染物$如多环芳烃 V3\N(酞酸酯
类 V3+N和一些高生态风险的内分泌干扰物 +W6N也
应逐步列入海洋常规监测项目B

MK结论

""# 在黄海北部大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的近
岸海域$底栖贝类体内石油烃类 V\6N污染普遍较
重$尤其是含量超过 ZTD&类标准的大连湾附近董
家沟和渤海湾河北新村站点B近几年连续监测结果
显示$渤海(黄海北部多数站点贻贝体内石油烃类
V\6N含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B

"’# 新近的监测结果显示$贻贝体内 3N含量只
在目标海区的少数站点出现相对高值$重点是烟台
附近海水养殖区$VC 的情况与 3N大体相似$近期的
高值站点主要集中在莱州湾B需要给予关注的是分
别在大连湾和渤海湾河北新村海域附近的个别站点
出现贝类体内 6? 和 \U含量超过 ZTD%类标准B

"*# 在所有的近岸监测站点$贝类体内多氯联苯
V6TN的含量均不高’但在辽东湾和渤海湾的部分海
域$V6TN浓度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需要引起重视B

"E# ’((& 年贻贝体内 WW2N残留较高的站点主
要集中在渤海湾的河北省沿岸海域B另外$多年连续
监测的结果显示$除去历史上长期施用且降解缓慢
所导致的残留$上述海域有可能存在新的 WW2输入
来源B在目标海域$贻贝体内的 \6\N含量通常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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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潜在的生态风险也很小’不过$在辽东湾(莱州湾
以及山东半岛附近的黄海海区贝类体内 \6\N的浓
度表现出年际递增的趋势B

")# 综合近几年海洋常规监测的数据资料$在
渤海及黄海北部的近岸海区$除去少数站点外$底栖
贝类体内的 3N(6?(VC 含量在多数站点都呈现逐年
降低的趋势或基本保持平稳$V6TN和 \6\N的含量
也普遍较低B但体内石油烃类 V\6N的浓度仍多年
保持较高水平$另外$\U(V6TN和 \6\N在部分海区
"如辽东湾(山东半岛周边的黄海海域#呈现逐年增
加趋势$值得关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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