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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发展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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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变得愈加重要。本文通过分析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的现状、问题和未来趋势，旨在提供对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广大研究者和决

策者的关注，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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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economy and the worsen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

r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it is hope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nd decis

ion-maker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

lopment of the ocean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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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生态环境是维持地球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海洋环境监测则是保障海洋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工作之一。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海洋环境监测体系

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监测手段落后、监测数据不充分、监

测网络不完善等。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

康和促进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一、研究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意义和必要性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指通过系统的监测、采样和分

析海洋环境各种要素和生态系统状况，了解海洋生态环境状

况和变化趋势，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

撑的一种重要体系。

它的意义和必要性不仅在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关系

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

意义在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生态系统

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的综合体现，包括海洋水体、海底

沉积物、海洋生物和海洋气候等方面。而这些要素的变化将

直接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将对人类社

会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建

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能够及时了解海洋环境状况和变

化趋势，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发展。其次，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多，海

洋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不仅能够及时了解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和变化趋势，也能够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为实

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综上所述，建立

和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实

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同时，

需要注重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应用，建立完善的管理和运行机

制，拓展监测领域和内容，以推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

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基本构成

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的组成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环境监测

站点、海洋环境监测设备、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海

洋环境监测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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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监测站点

监测站点是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如

图一所示。它是是指通过布设在海洋中的浮标、浮球、海上

观测站或是通过海上调查船、卫星遥感等方式，建立起来的

海洋环境监测网络[1]。这些监测站点需要根据海洋生态环境

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来选择。例如，对于大面积的海洋水体，

需要在水深不同的区域设置监测站点以覆盖不同深度的水

体；对于潮汐带和海底沉积物，需要在不同的区域设置监测

站点以覆盖不同地形和生境。同时，监测站点的布设需要考

虑实际情况，例如海洋运输、捕捞、开发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等因素。为了保证监测站点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更新[2]。

图一：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

2.2监测参数

监测参数是指在监测站点采集的各种海洋环境要素和

生态系统状况。海洋环境要素包括海洋水体、沉积物、生物、

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参数需要根据监测目的和需要来选

择。例如，海洋水体的监测参数包括温度、盐度、pH 值、

溶解氧、浊度、营养盐、重金属等；海洋生物的监测参数包

括种类、数量、生长状态、繁殖状况等[3]。

2.3监测设备

监测设备是指在监测站点中用于采集和记录监测参数

的各种设备和仪器。这些设备和仪器需要根据监测参数的不

同而选择。例如，海洋水体的监测设备包括温度计、盐度计、

pH 计、溶解氧仪、浊度计，以及融合了多种参数的多参数

水质分析仪(CTD)等；海洋生物的监测设备包括拖网、渔具、

潜水器、水下相机等。同时，监测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对于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监测设备的选择和使

用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和操作，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4]。

2.4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

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是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中

最关键的部分。它涉及到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传输和

数据存储等方面。数据采集是指在监测站点中采集监测参数

数据的过程。采集到的数据需要进行处理和分析，以得到有

用的信息和数据结果。数据传输是指将采集和处理后的数据

传输到数据中心或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和利用，数据存储

是指将采集、处理和传输后的数据保存在数据中心中，以供

后续分析和使用[5]。

三、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发展也日益重要。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来监测和评

估海洋生态环境的状况，从而制定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目前，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监测站点的分布和布局不均衡。我国海

域辽阔，监测站点的布设需要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点和需要，

但目前还存在一些地区缺乏监测站点，导致这些地区的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难以准确监测和评估。其次，监测参数的选择

和标准不统一。监测参数是评估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依

据，但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参数的选择和标准不统一，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导致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有

待提高。再次，监测设备的更新和维护存在困难。随着技术

的发展，新型监测设备的不断出现，但是由于技术更新较快，

设备的更新和维护成本较高，对监测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定



环境与发展 5 卷 4 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188

的制约。最后，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还存在一些问题。

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传输是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关键部

分，但目前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存在数据不能共享和互认，数

据的处理和分析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4.1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也在不断

地更新换代，新的技术手段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正

在改变我们的监测方式和方法，同时也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其中，无人机技术是一项非常有前

景的技术，如图二所示。无人机可以搭载各种传感器，例如

气象传感器、光学传感器、热成像传感器、水质传感器等，

通过飞行收集数据，实现对远离海岸线的区域进行实时监测。

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搭载控制器，通过自主飞行实现对一定

区域内的监测任务。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大大提高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的空间范围和监测精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监测效

率。另外，卫星遥感技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通

过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实现对更大的海洋区域进行监测，并

且监测数据的更新频率也可以大大提高。卫星遥感技术可以

采集多种数据，例如海水温度、海面高度、海洋色度、气象

数据等。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以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演变过程进行观测和分析，对预防和治理海洋污染、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未来还有一些新的

技术可能被应用于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例如，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人工智能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挖掘

和分析，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和监测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应

用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建模和预测中。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数

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防止数据篡改和丢失[6]，同时也可以

实现多方数据共享和协同管理，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

好的支持。

4.2建立完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科学合理的监测

计划和方案。海洋监测体系需要根据不同海域的特点和需求，

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监测计划和方案，确保监测数据的全面、

准确和可靠。首先，监测数据的共享和交流也是建立完善的

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关键，需要建立起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

加强监测数据的交流和共享，以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和监测

的效率[7]。其次，发展监测体系需要加强组织协调和信息沟

通，建立起高效的工作流程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监测

数据和异常情况，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公众报告。同时，相

关监测还需要不断完善监测设备和技术，提高监测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减少人工干预，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最后，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保证监测体系的顺利运行和发展。

此外，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强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建立

起完善的数据分析和应用机制，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

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和支持。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在建设中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管理

海洋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完善监测体系，加强监测站点的建

设和监测参数的标准化，提高监测设备的更新和维护水平，

加强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从而为实现

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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