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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浒苔推迟登陆青岛15天

浒苔是一种广温、广盐性大型绿藻，在世界
诸多沿海国家的近海都有分布。这种形如棉花
絮状、颜色呈鲜绿色或淡绿色的海洋生物，不仅
适应能力极强，而且在适宜的环境下可以通过
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种方式惊人地疯长。谁
也没有想到，自2007年首次在黄海发现大面积
浒苔以来，黄海浒苔绿潮已连续暴发 17 年，成
为备受关注的海洋生态灾害。

今年 4 月 14 日，监测船舶在黄海南部辐射
沙洲（苏北浅滩）首次发现零星漂浮浒苔。5月
9 日，监测卫星发现已形成 30 米以上浒苔条
带。按照自然资源部既定方案，设立于江苏省
连云港市的自然资源部黄海浒苔绿潮前置打捞
联合指挥部（简称“联合指挥部”）立即开启集中
办公模式，黄海跨区域浒苔绿潮灾害联防联控
工作正式启动。

“联合指挥部由自然资源部和山东、江苏两
省共同成立。启动集中办公后，自然资源部海
洋预警监测司、自然资源部东海局、自然资源部
北海局、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自然资源部海
洋减灾中心、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海洋
局、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等相关部门40余人陆续
入驻，指挥部每日定时会议研商，部署应对处置
工作。”5 月 15 日，市海洋管理保障中心副主任
韩兵从青岛赶赴联合指挥部，一直坚守到 7 月
14日集中办公结束，驻扎在指挥部两个月。

同韩兵一同从青岛到达联合指挥部的，还
有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高级工程师高松，他主
要负责海上浒苔监测、浒苔漂移路径预测等工
作。“历年的卫星监测和船舶观测发现，每年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黄海浒苔绿潮首先出现
在江苏的苏北浅滩。在夏季季风（多东南风）的
驱动下，苏北浅滩的浒苔绿潮一边向北漂移，一
边快速生长繁殖，生物量可增加数百倍甚至上
千倍，形成大规模绿潮灾害。”高松分析说，日
照、青岛等城市恰好处于浒苔漂移影响的“路
线”上，而青岛东西方向的海岸线较长且多海
湾，因此成为浒苔聚集的重灾区。

黄海浒苔绿潮藻情的发展过程，直接证明
了开展联防联控的重要性。2019年以来，按照
国家部署，自然资源部牵头开展新一轮黄海浒
苔绿潮防控治理，在江苏省苏北紫菜养殖区开
展浒苔绿潮源头防控试验，采取推广规范化绿
色养殖等方式，减少初期浒苔入海量，取得一定
成效。2022年，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设立联合
指挥部，带领苏鲁两省开展黄海跨区域浒苔绿
潮前置打捞工作。

一边持续开展浒苔绿潮源头防控试验，一
边共同开展浒苔绿潮前置打捞工作，从国家到
省市形成了应对浒苔灾害、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的合力。今年是自然资源部带领苏鲁两省开展
黄海浒苔绿潮前置打捞工作的第二年。联合指
挥部之下，设立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江苏省浒
苔绿潮前置打捞现场指挥部和设立于山东省日
照市的山东省浒苔绿潮前置打捞现场指挥部

（简称“山东指挥部”）也相继开启集中办公模
式。在联合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黄海
中部、南部海域被划分为 17 个打捞区，其中包
括位于北纬 35度以南的 3个混合打捞区，江苏
和山东除了分别负责本省海域的打捞工作外，
还共同集结力量在混合打捞区开展联合打捞
作业。

“从5月28日开始，山东派遣青岛渔船到北
纬34度50分混合打捞区与江苏渔船共同打捞，
江苏、山东合力‘打早打小’，开展前置打捞，有
效削减了浒苔绿潮前端生物量，延缓了浒苔北
上时间。”山东指挥部现场打捞组副组长、市海
洋管理保障中心主任张兴雪介绍，6 月 20 日之

前，前置打捞船只将浒苔主体长时间压制在北
纬35度以南，直到6月25日才有零星浒苔登陆
青岛近岸，登陆时间较往年平均推迟了15天。

技术支撑：卫星、无人机等精准定位

浒苔在风和流的影响下，处于不断漂移运
动中。今年黄海浒苔绿潮前置打捞工作之所
以能够彰显成效，与精准识别大面积浒苔位置
并研判未来漂移路径密不可分，这都是“科技的
力量”。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多双“眼睛”——
卫星，在盯着黄海浒苔变化。“应对浒苔灾害多
年，利用卫星监测海上浒苔早已不是新鲜事。
近年来，我国自然资源卫星观测应用体系持续
完善，自主卫星数据获取能力大幅提升。”国家
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海洋生态灾害监测部主任徐
莹说，目前，海洋一号等卫星已实现对浒苔分布
海域高频次观测覆盖，监测海上浒苔分布能力
显著提高。

“今年在海洋一号等卫星的基础上，针对重
点区域，还用上了 10 米高分辨率卫星，大幅提
升了卫星监测的精细化程度。”自然资源部北海
预报减灾中心海洋遥感室主任王宁说。10米高
分辨率卫星可以拍得多清楚？解译后的图片显
示，浒苔在海上的分布一览无余，甚至连打捞渔
船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当然，卫星影像主要提供了当日某一时间
点海上浒苔分布的全貌，为了对海上浒苔分布
开展更精细化的时空监测，今年还首次大规模

使用无人机，并首次利用一处海上平台开展无
人机监测，以提高海上浒苔监测的准确性。

5月19日下午5点，在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的
安排下，无人机飞手于良晓从日照乘坐渔船，经
过12个小时航程，来到这处海上平台。该平台
位于苏鲁交界处，是开展浒苔绿潮监测的有利
位置。“海上飞无人机最大的挑战是海风和高
温，因此，我一般在早晨 6 点就开始飞，每次拍
摄照片和视频长达两个多小时。”于良晓操纵的
是一架垂直起降固定翼大型无人机，长 1.6米，
翼展 2.5米，可抗 6级大风，最大航程 200 千米。
从 5月 20日开始，他见证和拍摄了浒苔在海上
的发展变化过程。

还有更多的无人机参与战斗。“在向阳红
51、向阳红52两艘千吨级监测船以及近海陆地
上，我们还安排了 5 架垂直起降固定翼大型无
人机开展飞行任务。”自然资源部北海局高级工
程师温若冰说，无人机如同“战场上的眼睛”，通
过高频次、大范围巡航监测，为掌握浒苔最新分
布情况、服务精准打捞工作提供着关键的第一
手信息。

向阳红51船船长杨克德补充说，今年派出
的两艘向阳红监测船，不仅是作为无人机起飞
的平台，同时安装了基于船载视频的浒苔绿潮
斑块智能定量化识别技术平台，能够自动识别
周边海域浒苔绿潮，通过卫星网络实时回传藻
情信息。

随着藻情信息的增多，研判浒苔未来漂移
路径也提上日程。“早在 2008 年青岛应对浒苔
灾害时，我们就基于海上溢油的漂移原理，建立

了浒苔漂移预测模式。”高松说，近年来，这一模
式处于不断完善中，今年新增了黄海浒苔绿潮
生物量预测内容，不仅能够模拟浒苔在海上的
漂移路径，而且能够预测浒苔在海上漂移时的
生物量变化。总体而言，依托技术支撑，监测发
现的藻情、预测浒苔漂移的路径第一时间在三
个指挥部中通报，形成了精准定位浒苔、高效开
展打捞的联动局面。

“今年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技术支撑非常
完备。海上哪里有浒苔，浒苔未来漂移到哪个
地方，联合指挥部研判非常精准，这为派遣渔
船、‘排兵布阵’提供了有力支撑。”韩兵表示。

高效打捞：日均打捞量增长约28.5%

与往年相比，今年黄海浒苔绿潮规模明显
偏大，最大分布面积约61159平方千米，与历史
最大年份 2021 年相当；最大覆盖面积 998 平方
千米，仅次于历史最大年份2021年，呈现出“南
北跨度大、东西分布广”“发生时间早、持续时间
长”“整体生物量大”等特点，应对处置面临巨大
压力。但是，青岛浒苔上岸量仅1万多吨，创历
史最低水平。究其原因，离不开联防联控、技术
支撑背景下的精准指挥、高效打捞。

海上打捞浒苔，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渔船。
“每天晚上，指挥部都会根据海上浒苔形势，安
排我们渔船到达指定打捞区锚泊待命，第二天
天一亮马上开始打捞。”6月7日，“船老大”徐奎
云驾驶鲁城渔 60968 船，与青岛城阳区其他 39
条渔船一起从胶州湾出发，到达苏鲁交界处。

接下来的 50 天里，他们辗转多个打捞区，从早
晨 4 点 30 分开始工作，到晚上 9 点钟结束，吃、
住都在船上，使用攻兜网打捞浒苔。

攻兜网是近年来打捞浒苔最常用的一种长
方形网具，大小不一，鲁城渔60968船上的攻兜
网长约20米，每网装载浒苔量约10吨。打捞浒
苔时，先用渔船吊臂将攻兜网下放到海面并固
定在船体一侧，等到攻兜网随渔船行进装满浒
苔后，再将它吊回渔船甲板卸载，如此重复。此
外，渔民还要将甲板上的浒苔装包，以便往驳船
卸载。“海上工作，安全第一。即使在炎炎烈日
下，我们船上的9个人也一直穿着救生衣、戴着
安全帽工作。”徐奎云说，最开始温度还不算高，
但过了半个月，甲板上温度就 40 多摄氏度，又
没有遮挡，干起活来真的又闷又热。除了高温
酷暑和长时间、高强度打捞作业外，还要克服海
上大风、大浪等恶劣天气，“有时候站都站不住，
更别提干活了，但为了让浒苔少影响咱青岛，大
家伙就咬着牙挺了过来。”

这是今年青岛 3200 多名渔民海上打捞浒
苔的一个缩影。还有渔民展现出“渔民智慧”，
研发了两台自动化浒苔打捞设备。该设备工作
原理如同小麦收割机，利用液压系统通过旋转
的履带将海面上的浒苔运输到渔船，节省了人
力，提高了打捞效率。

纵观海上，渔船主要负责打捞，而驳船则负
责运输。高效打捞的实现，还与科学配比打捞
渔船和卸载驳船数量息息相关。以青岛为例，
青岛今年共派出渔船 359 艘，同时配合 36 艘大
型驳船（海上卸载平台），打捞船只与卸载平台
比例为 10：1，打捞、卸载流畅运转，有效释放了
渔船打捞潜力。青岛派出的三艘“海状元”卸载
平台就是驳船代表。其中，“海状元3”号在今年
首次应用，可同时满足6艘渔船卸载，大大提高
了卸载效率。

依托上述种种举措，据初步统计，今年山东
省前置打捞浒苔34万吨。其中，青岛渔船打捞
约31万吨，日均打捞量由去年的21吨提升至27
吨，增长约28.5%。海上浒苔前置打捞量大幅增
加，大大减轻了青岛近岸防御的压力。

在近海，为筑牢海上拦截防线，青岛今年共
布设浒苔拦截网104.7公里，较去年增加了29.7
公里。在陆地，青岛组建了90支约4800人的岸
滩清理作业队伍，开展上岸浒苔清理清运。据
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王洪军介
绍，为了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良好的亲海空间，
工作人员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开始沿海岸线巡
查，5点开始清理上岸浒苔，努力实现浒苔上岸
随来随清、日清日洁。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打捞的浒苔，青岛也在
着力做好“后半篇”文章。今年在青岛投产的城
阳和西海岸两处浒苔资源化利用基地，新增了9
条浒苔烘干线，让青岛浒苔资源化利用能力增
加了一倍，资源化利用的浒苔将被开发成海藻
生物肥料、功能海洋生物制品等产品；而岸上清
理的浒苔由于掺杂了砂石等原因，利用价值极
低，几乎全部通过焚烧发电处置。

“战斗”结束，回望来路，今年青岛浒苔上岸
量创下新低的背后，还有很多担当值得记录：在
山东指挥部一线工作的田小永，家里老人生病需
要做手术，他匆忙返青探望，却未陪护照顾就返
回了工作一线；在青岛负责陆域工作的徐延滨，

“放下”两个正在发烧的孩子，总是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调度清理工作；在青岛负责藻情等日常工作
的陈相涛，每天加班到凌晨，来不及回家时就在
办公室里合起4张椅子搭个床，凑合一晚……

艰辛的付出赢得了良好的成绩，让我们看
到了从国家到省市对黄海浒苔绿潮灾害的重视
态度和解决能力。虽然，这一生态灾害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最终有
效解决，成为我国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一
个典型范例。

今年青岛浒苔处置工作正式结束，由于联防联控形成了应对浒苔灾害的合力，
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支撑力量逐渐完备，实现了精准指挥、高效打捞

浒苔上岸量创新低的背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7 月底的一天，早晨 4 点 30
分，天刚蒙蒙亮，青岛浒苔处置
陆域工作组的相关负责人李宁
一边沿着海边走，一边望向前
方。最近两个月，海边巡查浒苔
上岸情况成为他的日常。“今年
的情况有些特殊，上岸的浒苔较
少，没有往年那么辛苦了。”他说
这话时，2023年浒苔处置工作接
近尾声。

8 月 3 日，青岛浒苔处置工
作正式结束。统计显示，今年黄
海浒苔绿潮灾害规模与历史最
大年份2021年相当，对青岛的影
响却相对较小，浒苔上岸量为历
史最低水平。这正是我国不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例
证。近年来，为了应对黄海浒苔
绿潮灾害，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从国家到省市都在加快探索
和努力。

■右图：在海上
平台开展无人机监测。

■左图：渔民
在海上打捞浒苔。

■上图：青岛
对浒苔实施资源
化利用。

■“海状元3”号可同时满足6艘渔船停泊卸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