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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强海洋环境基层监测机构质量管理

曹宇峰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８）

摘要：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保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海洋站作为基层监测机构是海洋业务化

运行的基础单元，获取大量的监测数据并提交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为地方海洋经济建设做出

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质量问题也陆续显现。文章根据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海洋监测工作经验，

分析总结当下海洋站监测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监测质量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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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监测是利用观测、监测等多种技术手

段获取海洋环境资源各要素的时空分布、变化过程

及其规律的一项测量活动。通过监测调查，人类可

以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海洋，科学评价海洋环境质

量，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有效管理与保护海洋，减

轻海洋灾害损失，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对国家海洋

战略的实施、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监测的主要机构包括国家

海洋局下属的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海区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及所辖的海洋

站，还有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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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和海洋研究院所等，其中国

家下达的大部分业务化海洋监测与调查任务由各

中心站、海洋站负责实施。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区

域的开阔性、被测量值不易再现的随机性和彼此交

融的相关性、待测物的痕量或微量水平、海水组分

的复杂性和严酷作业条件等多种因素，要求各项海

洋监测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应真实、可靠、准确，做好

基层监测机构海洋环境调查的质量管理则尤为重

要。笔者自２０００年到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工

作以来，一直在海洋环境监测、专项调查和质量评

价与管理一线，本文以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及

所辖海洋监测站为例，在加强基层海洋站监测质量

管理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１　基层海洋监测站工作概述

随着国家对海洋权益、海洋环境的日益重视，

２０００年颁布实施《中国海洋环境监测系统－海洋站

和志愿船观测系统项目管理办法》，同年由国家海

洋局各分局组织对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和监测站

的监测人员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化培训，随后海水浴

场环境监测、近远海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赤潮监

控区监测预警等一系列海洋监测调查任务开始实

施，任务的主要承担单位为监测中心站和监测站等

基层监测机构。

根据国家海洋局对下属监测机构的网格化管

理方式，基层海洋站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配合中心站完成上级和地方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下达的指令性监测调查任务，如福建省近远海

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沿海主要县市近岸海洋环境

趋势性监测、海水浴场和旅游度假区海洋环境监测

预报、海洋倾倒区环境跟踪监测、赤潮监控区海洋

环境监测预报、重点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

境监测、主要河流入海通量监测、海水入侵和土壤

盐渍化调查、领海基点所在海岛调查和海洋倾倒区

选划、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等。

（２）承担地方海洋经济建设有偿技术服务项目

的监测调查工作，如省级、市级涉海建设项目海域

使用动态监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等。

（３）参与海洋科技项目所需的调查，如“９０８”专

项之闽江口海湾容量调查、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之滨海电厂污染损害监测评估及生态补偿技术

研究以及国家海洋局青年基金项目等；四是负责赤

潮、绿潮、溢油、危化品入海等海洋环境污染灾害事

件的应急监测。

２　制约监测质量的几个因素

２１　工作生活条件艰苦

基层海洋站建站时由于国防安全需求并限于

观测技术手段，大多位于半岛或海岛边缘，有的甚

至建在孤岛之上。近年随着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状况较之前有所改善，但有的海洋站交通

仍不够方便，工作环境氛围较为单调乏味，生活条

件相对不够完善。此外，由于海洋站“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海洋观测、监测业务均要承担，在工作旺

季大部分人员只能吃住在站，封闭的空间和枯燥的

生活使人员处于疲劳状态并容易产生懈怠情绪，进

而不仅影响到海洋监测调查等工作的质量，还限制

海洋站业务范围的拓展。

２２　人员编制与数量不足

随着国家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

务院也为国家海洋局重新制定“三定”方案，赋予国

家海洋局各级单位新的职能，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和海洋站的业务范围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

海洋站的工作内容已从早期的海滨观测转变为现

在的海洋环境调查、监视监测、应急监测、技术服务

等，但原有的人员编制有限，业务人员数量严重不

足，加之海洋站条件艰苦和位置偏远，难以招聘和

留住合适的监测人员，使得现有人力资源与日益增

长的工作内容、工作量不相匹配，虽可通过招聘劳

务派遣人员的方式作为弥补，但在实际业务工作中

还是难免捉襟见肘，制约监测质量的提高。

２３　人员业务水平较低

为加强基层监测站的监测能力，２０１４年底国家

海洋局印发《海洋环境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指南》

（国海环字〔２０１４〕７６６号），为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期间海

洋站的监测能力建设从基础和重点两种程度上予

以规范和指导，以期提升海洋站监测能力，进而充

分发挥海洋站的区位优势和监测功能。但目前多

数海洋站监测人员都是由以前的观测人员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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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而来，普遍存在人员年龄结构偏大、专业文化

和实操水平偏低的状况，作为补充的劳务派遣人员

也多是非环境监测专业人员，其监测调查的外业采

样和内业分析技术能力不强，监测质量难以保证，

尤其是在新型、大型监测设备的使用和故障处置等

方面更是难以把控，不能很好地满足海洋站监测调

查业务的质量要求。

２４　监测专业培训不足

２０００年国家海洋局对基层监测人员组织为时

近一个月的监测业务培训，将观测人员转为监测人

员，这部分人员至今还在各基层海洋站作为主力开

展工作。但随后几年针对基础人员的业务培训形

式虽然呈现多样化，如继续再教育、内外部短期培

训和技术竞赛等，但限于监测人员本身能力和繁忙

工作，培训时间难以保证，部分新项目监测频率较

低、经验累积缓慢；培训班存在理论多、实操少等因

素，培训不够系统且效果不够明显，使得监测质量

维持在一定水平却难以更上一层楼。

２５　质量管理存在缺失

从２００２年起，各中心站相继通过国家资质认

定、计量认证、海洋评审，获得ＣＭＡ资质，对规范化

海洋监测调查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海洋站作

为中心站的内设机构也纳入质量管理体系，监测业

务质量得以提升。但经过１０多年的运行，仍然存在

监测人员质量意识不强、质量工作流于形式，因各

项业务繁忙导致质量检查频次和深度不够，内部审

核和质量监督人员碍于同事情面对发现的问题不

敢作为等现象。

２６　数据评价质量较低

海洋有偿技术服务项目目前也是基层海洋站

为弥补人员和业务经费不足而承接的主要工作内

容之一，为委托方提供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和客

观、科学的评价结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数

据评价涉及化学、生物、沉积物、生物生态等多个专

业，所用的评价依据、方法和标准也有所不同，表述

评价结论的语言文字要求准确严谨、合乎规范，这

些对于基层监测人员来说具有较大难度，对数据评

价结果的分析不到位、不透彻致使编写的监测报

告、调查报告等质量不高，与委托方或地方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的需求还有差距，亟待提高。

３　对策和建议

３１　改善工作生活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结合海洋站能力建设项目及升级改造专项等，

在保证监测仪器设备等硬件配备的前提下，综合考

虑海洋站全天候值守班、地理位置偏远等情况，对

在用业务办公及生活场所进行改扩建，使办公场地

能满足海洋观测、监测、预报等业务运行需求和中

期发展目标，同时注重对在站值守班人员住宿、饮

食、娱乐等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使一线职工在新

的工作及生活环境下能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为提

高海洋环境工作质量提供外在的环境保障。

３２　制订人力资源计划，打造梯队建设

认真分析国家、地方下达的各类业务发展规

划，结合当海洋站自身发展需求和现有人员状况，

根据当下人事制度，制订合适的人力资源计划。有

针对性地招收观测、监测、预报和信息各专业人员，

积极做好人才的锻炼与培养，使海洋站的业务能更

契合海洋行业及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尤其是在现

有老同志退休后能及时补充人员力量，逐步优化年

龄结构，或以岗位聘用、项目课题聘用、任务聘用等

方式招收和引进专业人员，充实到海洋台站的队伍

当中，做好人才储备，为强化海洋环境质量工作提

供人员保障。

３３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设计激励机制

开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使长期工作生活

在海洋站的干部职工具备爱岗敬业的精神、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自身

修养和素质，营造健康向上、团结进取的工作氛围，

打造一支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执行能力强的

团队，满足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以创建学习型海

洋站为目标，采用走出去、请进来、传帮带等多种形

式，对在编、临时聘用监测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业

务技能的培训，注重对基本理论的系统性学习和常

规实验操作的规范性训练；定期召开站内业务知识

学习与讲评会，培养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应急响

应能力、故障排除能力，全面提高人员素质；设计合

理的激励机制，使职工将业务工作与切身利益联系

起来，激发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为更好地把控好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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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提供内在动力。

３４　加强质量体系管理，推进业务开展

作为国家海洋局的基层监测机构，海洋站承担

着海洋观测监测日常业务化工作的重要职责，在履

职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制度规范操作，制度化、规

范化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才能切实推动业

务的有序开展。因此，将各项业务工作纳入质量体

系进行管理，首先必须明确规定各岗位人员的职

能、职责及具体的工作质量标准；其次是建立内部

监督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严格的监督检查来贯彻

落实岗位责任制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实现既定的质

量目标；三是理顺监测业务化内部流程，从项目承

接开始至提供成果报告形成流水线式管理，保证业

务运行的畅通，且便于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降低

局部缺陷对整体质量的负面影响，为强化海洋站质

量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３５　做好质量保证工作，提高质控能力

结合国家、海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下达的海洋环境监测任务，制订适当的质

量保证方案，从项目方案制订到人员配置、从外业

采样到内业分析、从质量控制到数据分析、从结果

评价到编制报告全过程落实质量保证工作。积极

参加各级监测机构组织的能力验证、外控考核等，

使外部监督与内部检查相结合，从微观上加大约束

力度，使日常业务工作置于严格、全面、有效的控制

之中，这样才能确保监测机构提供客观、科学、准确

的数据，为加强质量管理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进而

更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好

服务。

３６　加强数据分析，提高数据质量评价水平

作为基层监测机构，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数据的使用问题，１０多年监测工作累积下来的

大量数据资料，大多躺在各级单位的档案室或数据

库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为加强数据的有效使

用，可组建专门的团队或部门，包揽监测、观测、测

量等多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数据的汇总、

分析、质量评价和报告编制等工作，一方面可以在

短期内提高监测成果的质量；另一方面还可通过数

据分析倒推监测任务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质量

问题，为今后的工作提供预防措施。此外，还可以

在更大尺度上使用数据，在分类和数据同化之后能

进一步分析评价区域海洋环境状况，为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管理海洋、开发海洋提供技术支撑。

４　结语

我国的海洋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

已经具备一定的软硬件水平，要想更好地发挥传统

优势、继续深化和推进海洋工作就必须重视质量管

理工作，这也是《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主要目标。只有

做好质量管理，才能对此前海洋监测工作进行客观

总结，才能保证今后海洋监测工作持续发展。作为

基层监测机构的海洋站，更要从大局上认清形势，

充分认识到自身业务发展和做好质量管理的重要

性，才能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管理服务中做出更

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