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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冰将成为新的淡水资源  

发表日期：2002-11-28 点击次数：255

 

    渤海沿岸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经济地带，其中大连、天

津、青岛等城市的人均水资源量甚至低于１８０立方米，处于严重缺水境况，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已经成为２１世纪渤海沿岸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国家对此非常重

视，希望通过“南水北 调”、“北水南调”工程和节水灌溉措施解决这些难题。然而，长距离

调水不仅工程浩大，投资甚多，水质的改变和沿途水量的损失也将会产生不利影响，且未解决根

本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能否开发出新的淡水资源成为众多学科追求的重大科研课题。 

    日前，记者从教育部组织的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孙枢院

士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天

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渤海海冰作为淡水资源的可行性研究”鉴定

现场了解到，相关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不久将可投入到实用中。     该项目的负责人北京师

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史培军教授告诉记者，北方地区最大的水面是渤海，从地理位置区分渤海

是属于偏北的内陆型海区，在冬季风和寒潮天气的影响下，渤海在冬季出现海水冻结现象，形成

大范围的海冰。由于海水在冻结过程中将大量盐离子排出冰体，因此海冰的盐度大大低于海水。

渤海海冰的盐度在４‰～１１‰左右，经过简单的处理，可以较低的成本将其转变为淡水。研究

表明，轻冰年的冰融化后的水量相当于黄河的水量，重冰年的冰则３倍于黄河的水量，如此大量

的新生水资源，就有可能为解决北方地区缺水问题找到新的出路。     变害为宝     在此之

前，人们将海冰视为灾害，研究仅限于如何避免海冰影响海洋作业或与船只发生碰撞造成的灾

难。１９９５年，史培军教授会同其他有关单位的专家就提出了开展海冰淡水化利用的研究设

想，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委员、科委主任宋健等领导和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

现，最初由校方借款对海水成冰及脱盐机理进行了室内实验，２０００年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

科技司首次对海冰资源利用研究予以立项支持， ２００１年，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司再

次对海冰资源利用研究给予支持，决定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

护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共同组织研究队伍，以“渤海海冰作为淡

水资源的可行性研究”为题目，对海冰资源量的估算、海冰脱盐机理和脱盐技术、海冰采集和储

运方法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研究计划，从室内实验逐步走

向实际应用研究。     该课题的首席科学家史培军教授告诉记者，该课题研究已基本确立了海

冰淡化的技术方法，海冰淡化水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海冰淡化成本低于海水淡化，如使用日产

水５０００吨的反渗透系统对含盐量为６０００ｐｐｍ的海冰融水进行淡化，设备投资５１９．

８万元，使用寿命１５年，造水成本为每吨１．１９２元，加上采冰成本每立方米０．７０６

元，再考虑到７５％的反渗透水回收率，最终总成本为每吨２．１３３元，具有很强的实用价

值。因此，这一研究成果给解决环渤海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指出了新方向，对该地区长远的国民

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应用广泛     该研究成果在环渤海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领

域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史培军教授介绍说，在海冰资源量比较丰富的沿海地区辽东湾和渤海

湾建立近海海冰水库，储备海冰，用以补充地下水，缓解超采地下水导致的地面下沉、海水倒灌

   



现象，以此改善沿海地区生态环境用水。此外研究小组还计划在辽东湾东岸长兴岛至复县、熊岳

一带建立采冰基地和海冰水库，通过复州河水系或铺设输水管道将淡化海冰融水引向大连，提供

大连城市用水。在营口、锦州、葫芦岛等辽东湾沿海城市附近建立海冰采集和淡化基地，为这些

城市提供生活用水。在滦河口至秦皇岛一带建立采冰基地和海冰水库，通过滦河水系的河道和津

唐运河将淡化海冰融水送往天津，补充天津城市用水。在塘沽港附近建立海上流动海冰淡化平

台，通过海上管道或船舶将淡化海冰融水提供天津，补充天津城市用水。在渤海湾南岸建立采冰

基地和海冰水库，为华北平原提供部分农业灌溉用水。不仅如此，还可以开展如船舶和海岛应急

时淡水的补给用水特殊用水服务。实验表明，除此之外，盐度为０．３％～０．５％的低盐度海

冰融水可用于对小麦、大麦、棉花、向日葵、甜菜和苜蓿等粮、棉、油、糖、饲草作物进行灌

溉。     几年来，该课题的各子课题先后开展了国内外调研、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分析、成冰机

理和脱盐方案的室内实验、海冰实验现场勘查等工作。课题组研究人员进驻辽宁长兴岛和天津塘

沽海冰试验现场，完成了成冰机理、冰厚变化、冰情观察、海冰取样、海冰淡化等现场实验研究

工作并取得第一手实验数据。根据野外试验的结果和取得的样品，又进一步开展了海冰资源量估

算、各种海冰淡化方案的室内实验、采冰方案设计、海冰融水的直接农业利用试验等工作。 

    在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课题提出了海冰作为淡水资源利用的设想，思路新颖，选题

准确，对解决环渤海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具有潜在的重大战略意义。完成了辽东湾海冰资源量空

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为建立海冰资源开发基地提供了科学依据。首次提出离心法、重力法、浸泡

法和地气热交换蒸发法，对海冰淡化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在实验室条件下的脱盐效果达到国家

城市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标准，具有创新性。提出了５种海冰采集方法的设想，为今后的实

用研究打下了基础。完成了海冰融水直接用于农作物栽培的实验，为海冰资源的农业利用提供了

重要参考。     对于该课题的今后发展，鉴定委员会表示，该项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是

世界上第一个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系统地完成海冰资源量估算和海冰脱盐淡化的研究成果，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希望加强海冰资源综合利用、海冰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并通过小试、中试

加快海冰资源利用的产业化过程。 （转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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