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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五四广场海域现红色漂浮物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红色海水区域面积不大，未形成赤潮

本报青岛5月8日讯（记者 张
晓鹏）8日下午，青岛五四广场东侧
海域的海面上出现大量红色漂浮
物，面积近百平方米。经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专家检测，红色漂浮
物是赤潮生物夜光藻的聚集带。目
前夜光藻分布面积较小、密度较
低，暂时不能算作赤潮。

8日下午 1时许，记者来到五
四广场看到，在建筑物“五月的
风”东侧约 1 0 0 米处的海面上有
大量红色的漂浮物。当时海边雾
气很大，但海面上的红色海水依
然清晰可见，靠近岸边近百平方
米的海水都成了红色。“上午还没
见海水变红，下午随着雾越来越
大，海水也越来越红。”在海边经
营拍照生意的小贩王军华向记者
介绍。

“这大概是赤潮吧？每年5月—8
月应该是赤潮的高发期。”黄岛边防
检查站的一名战士猜测，他们今天
本打算来浮山湾这边查看浒苔生长
情况，没想到看到的是海水变红。

为了弄清真相，记者用一个矿

泉水瓶将海水取样，里面红色的漂
浮物略带有黏性，颜色呈粉红，闻
起来没有什么异味，装在瓶子内会
慢慢沉淀。

下午3时许，记者将取样的海
水带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
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副
研究员韩笑天经显微镜观察后表
示，红色的漂浮物确定为赤潮生物
夜光藻。韩笑天在调研海水变红现
场后表示，依照目前情况来看，夜
光藻繁殖面积较小、密度较低，暂
时不能算作赤潮。

那海水变红是否跟日照赤潮
有关？韩笑天推测不排除这种可
能，“但是夜光藻是常发赤潮种类
里的一种赤潮生物，也有可能是青
岛近海自发的。”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红色海水区域
面积并不大。在往年这个季节，青
岛已经有零星赤潮出现，但由于今
年气温较去年整体低，海水温度还
未达到发生赤潮的临界值，所以还
未形成赤潮。

“赤潮”，被称为“红色
幽灵”，国际上也称其为“有
害藻华”，赤潮又称红潮，是
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异
常现象。它是由海藻家族中
的赤潮藻在特定环境条件
下爆发性地增殖造成的。海
藻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除了
一些大型海藻外，很多都是
非常微小的植物，有的是单
细胞植物。根据引发赤潮的
生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海
水有时也呈现黄、绿、褐色
等不同颜色。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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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以东海域赤潮开始消退
赤潮分布面积较发生初几日明显减少

新华社青岛 5月 8日电 8日
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了解到，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3 日至 7 日
持续对黄海海域赤潮进行卫星
遥感、航空监测、船舶监测和漂
移预报，目前赤潮已经进入消退
期。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综合卫
星、飞机和船舶赤潮监视监测结
果，6 日至 7日，山东日照以东黄
海海域仍存在赤潮区，但已经进
入消退期。两日监测到的赤潮区
离岸最近距离分别为19公里、31
公里左右；所发现的赤潮块呈红

色，条带状分布，最小和最大分布
面 积 分 别 是 4 2 . 7 平 方 公 里 和
106 . 3 平方公里。赤潮海域夹杂
部分白色、灰白色条带，属赤潮消
退残留。赤潮分布面积较发生初
几日明显减少。

经国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

心工作人员采样分析鉴定，这次
赤潮均为夜光藻，无毒。“夜光
藻类无毒，即使在海里游泳身体
沾上赤潮藻类，冲洗干净即可，
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国家海
洋局北海监测中心教授李钦亮
说。

关于赤潮发生的机理虽
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是赤潮
发生的首要条件是赤潮生物
增殖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否
则，尽管其他因子都适宜，也
不会发生赤潮。在正常的理
化环境条件下，赤潮生物在
浮游生物中所占的比重并不
大，有些鞭毛虫类(或者甲藻
类)还是一些鱼虾的食物。但
是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使
某些赤潮生物过量繁殖，便
形成赤潮。大多数学者认为，
赤潮发生与海水富营养化、
水文气象和海水理化因子的
变化、海水养殖的自身污染
密切相关。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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