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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县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设研究与创新

连　岩１，代欣欣２，徐玉珊２，孔昊明２，毕进红２，田金玲２

（１．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荣成　２６４３００；２．荣成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荣成　２６４３００）

　　摘　　　要：《全国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业务体系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根

据海洋环境保护分级责任制，围绕地方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现状和海洋环保工作的需要，推

动地方各级政府在有一定基础的沿海县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尤其在沿海经济开发热点

区、环境风险高发区、环境损害严重区和生态保护区等关键区域，填补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布局空白，不断完善国家 （海区）－省－地－县一体化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体系。荣成市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其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自２００８年成

立以来，在硬件设施提高的同时，加强了软件管理的建设，取得显著绩效，同时也发现一

些问题，现将基层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设的成果汇报如下，以期共同探讨，创新出高水平

一类的县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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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建设海洋生态文

明，国家海洋局编制了 《全国海洋环境监测与

评价业务体系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纲要

提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分级责任制，围绕地

方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现状和海洋环保工作需要，

推动地方各级政府在有一定基础的沿海县建立

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尤其在沿海经济开发热点

区、环境风险高发区、环境损害严重区和生态

保护区等关键区域，填补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布

局空白，不断完善国家 （海区）－省－地－县

一体化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体系［１］。

荣成市是海洋大县，是我国县级开展海洋

环境与海洋资源调查、监测及评价工作最早之

一，为荣成市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近年来，在新形势下对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建设进行研究与创新，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

了一定经验，现介绍如下，以期同行探讨，共

同发展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事业。

１　荣成市海域概况及海洋渔业经济状况

荣成市海岸线长４８７ｋｍ，分布着十大海湾，

５０个５００ｍ２ 以上的海岛，管辖海域面积约

５０００ｋｍ２。近海海域３０ｍ 等深线内海域约为

１３．３３万ｈｍ２，其中养殖用海６万ｈｍ２，港口、

锚地用海约２万ｈｍ２，航道用海约２．６７万ｈｍ２，

军事训练区用海约占用１．３３万ｈｍ２。

荣成市是我国重点海洋渔业县 （市），海洋

渔业是全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至２０１２年连续

３０年名列全国县级第一名
［２］。是我国重要渔业资

源繁殖场和养殖基地，拥有我国著名的石岛渔场、

烟威渔场；典型养殖海湾，荣成湾增养殖区和桑

沟湾增养殖区。建立了桑沟湾魁蚶、荣成湾栉孔

扇贝和紫海胆２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５

个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１０个省级现代渔业

示范区，１０个省级人工鱼礁示范点，６个海洋牧

场示范点，成山头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是国家、

省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近年来，荣成渔业第二产业迅猛扩张，海

岸带上遍布港口、水产品加工和造船企业，华

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国核示范电站有

限责任公司两座核电站落户荣成，海洋环境保

护工作任重道远。

２　２０世纪荣成市海洋资源调查、环境监

测与评价工作对海洋渔业的贡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荣成县水产研究所成立化验

室，对荣成近海海域七大海区，３１个站位海况、

水温、盐度、ｐＨ和营养盐等常规参数每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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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总结与评价。建立了荣成近岸水质监测原

始记录、分析记录和监测结果汇总评价１００多卷。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荣成县水产局和荣成县水产研究所

联合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对荣成浅

海、滩涂和内陆水域的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进行

了综合性调查，形成了 《潮间带生物资源综合调

查报告》［３］和 《荣成县渔业资源调查与渔业区划报

告》［４］成果，该成果一直是荣成市海洋渔业开发与

保护最重要资料依据之一。长期的近海海域监测

资料为我国重大海洋科研项目 《海湾系统养殖容

量与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典型海湾生境与重要

经济生物资源修复技术集成示范》等以及应对美

国ＦＤＡ、欧盟ＦＶＯ对我国水产品安全检查提供

了重要第一手资料依据。为荣成市海洋渔业经济

发展、海洋渔业科研乃至国家的海洋渔业科研作

出积极的贡献。

３　新形势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创新模式

建设

　　２００８年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和山东省海洋

与渔业厅对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设意见，荣

成市成立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为独立

法人实验室，与荣成市渔业技术推广站合署

办公。当年对实验室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模

式进行了创新设计，使之既能符合 《实验室

资质认定评审准则》［５］的要求，又能高效运

行，两个监测机构均依法设立，在主管部门

管理下形成统一的实验室，一个质量管理体

系，一个最高管理者，一个技术负责人，一

个质量负责人，一套管理体系文件，共用工

作场所、仪器设备、人力资源。同时又是相

对独立的监测机构，对外具有独立的业务职

能和法律地位。

２００９年３月双方共同取得了海洋环境和

水生动物防疫检疫两个山东省实验室资质认

定－计量认证资质，从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到取得认定资质仅用半年的时间，打破计量

认证多项纪录，创造了７人半年获得两个资

质 理 论 效 能。其 创 新 组 织 结 构 图 如 图 １

所示。　

图１　合署办公实验室创新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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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对县级海洋环

境监测机构仪器设备硬件建设后，荣成市海洋

环境监测中心立即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２０１０

年开展了重金属等参数认证扩项工作，将认证

产品由原来的一个海水水质扩大到现在的海水

水质、海洋水文观测、海洋气象观测、近海污

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四大类，监测参数扩增

一倍。２０１２年又成功进行复审换证及扩项，获

得新的资质。目前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已

具备海水水质、海洋水文观测、海洋气象观测、

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等四大类４６个参

数监测能力。３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４　新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运行及取得的

业绩

４１　恢复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成立

后在这种创新型组织结构运行下，恢复了以前

的荣成近岸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对荣成市近岸

三大海区７个重点海湾１８个站位的枯水期、丰

水期和平水期间进行了监测分析评价，编制了

《２００９年度荣成市海洋环境质量监测简报》，向

市政府、有关机关、重点渔业企业、乡镇发放

６０余份，使政府与广大公众了解全市海洋环境

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共同保护海洋环境，

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４２　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走上正轨与标

准化

　　２０１０年根据国家海洋环境工作方案编制技

术的要求，参考 《威海市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方

案》，结合荣成市海洋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的

需要，制定了 《２０１０年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工

作方案》。该方案中的主要工作分为六部分：

近海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监测、入海

污染源监测、海洋功能区监测、海洋环境监督

监视、海洋环境应急监视监测、海洋环境质量

保证。从此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在

山东省县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中率先进入山东

省海洋环境监测体系里，走上正轨与标准化。

当年１０月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参加

了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组织２０１０年全国海

洋环境监测工作单位能力验证，当时虽然海水

中砷、沉积物中锌、铬参数是我们尚未认证和

开展的项目，但是仍然积极应考，这既是对监

测中心技术能力与水平的一次考验，也是承担

省、市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基础条件。因此，

高度重视，倍加认真。经过一个月的培训、监

测，终于按时提交监测报告，１１月国家海洋标

准计量中心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全国海洋环境监测

工作单位能力验证测试结果报告，结论是提交

的测试结果报表符合要求，其中海水中砷和沉

积物中铬的评定结果为优秀，沉积物中锌的评

定结果为良好，盐度的评定结果为合格。在参

加能力验证的渤海区２７个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站）中除８个国家海洋局直属单位外，荣成

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是参加考核项目最多的，

同时也是县级市中唯一的参加４个项目考核的

单位。

４３　承担荣成辖区的国家、省、市站位的例

行监测任务

　　凭借实验室计量认证资质、监测能力和技

术水平，２０１１年以来，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承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威海市海洋与渔

业局下达荣成辖区的国家、省、市站位的例行

监测任务。这是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首次

大规模承担例行监测任务，针对荣成市海岸线

长，海水增养殖区多，养殖面积大，品种多，

产量大，海域功能性项目多，监测任务重特点，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争创一流，我们深入而细

致地研究了威海市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方

案、实施方案，优化了荣成方案，将威海方案

和荣成方案有机的统为一体，建立了五大监测

区域，１０１个站位，形成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水

质量、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水增养殖区环

境、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监测、海洋保护

区监视监测、赤潮监视监测与防灾减灾、海洋

环境突发事件 （溢油、绿潮等）应急监视监测、

修造船企业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监测及国家级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１２个大产品。任务实

施时首先设计出标准流程图，每航次严格按流

程图实施。其次实行责任人制度，将监测与评

价任务细化，分工明确，每项任务具体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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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任命了出海、现场监测、质量责任人，

室内监测责任人，档案管理责任人。根据监测

结果，编制了１２期监测简报，上报市政府和局

领导班子、下发全市乡镇和重点渔业企业３６０余

份，首次对全市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和评价，编制并出版 《荣成市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使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全面了解荣成市的

海洋环境的状况，充分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

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感，促

进了海洋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为荣成市创建

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提供可靠而坚实的技术支

撑，为荣成市成功夺取国家生态市荣誉称号做

了应有的贡献。

４４　创新设计，提高绩效，强化质量责任，

圆满完成各项监测任务

　　２０１２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对荣成市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进行了实验室质量管理、仪

器设备、技术能力考核与评估，结果荣成市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被评为一类实验室。为此，

２０１２年又开始承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下达

的山东省荣成辖区海水质量、荣成湾、桑沟

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监测与评价

工作例行监测任务。２０１２年荣成市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担负着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下达

《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的职能任务，

山东省、威海市下达荣成辖区国家、省、市

的例行监测任务，以及荣成市渔业技术推广

站科研监测任务。此时实验室仅有专职出海

监测人员３人，兼职４人，在人员少，任务

重的情况下，我们对海洋环境监测任务和推

广站科研监测任务进行统筹计划设计，对山

东省海洋环境监测方案、威海市海洋环境监

测方案和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方案监测进行

优化整合，在原有责任制的基础上，强化工

作督导与检查，监测任务实行时效制，并进

行督查总结，结果作为年终考评重要依据。

同时加强监测人员的质量责任和团队人文情

感教育，全体监测人员团结一致，配合默契，

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年终全部按时圆满

完成各项监测与评价任务，省、市外控质量

考试合格，任务年终绩效考评优秀。

４５　实验室质量管理业绩显著，连续３年获

得计量认证以奖代补奖励

　　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一贯高度重视实

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严格按 《实验室资

质认定评审准则》运行，２００９年３月获得山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审的实验室计量认证资质，

２０１０年获得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山东省财政

厅 《海洋经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计量认证以

奖代补》项目。２０１０年又向山东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申请了扩项评审，将认证参数扩增一倍，

监测类别扩增３倍。因此，２０１１年再次获得山

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山东省财政厅 《海洋经济

服务保障能力建设－计量认证以奖代补》项目。

２０１２年经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实验室计量认

证扩项和复查换证评审考核，荣成市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成功地取得了新的实验室资质证书，

第三次获得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山东省财政

厅 《海洋经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计量认证以

奖代补》项目。在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及山东

省财政厅对 《海域使用金支出项目资金》绩效

考评中，荣成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项目范围

和对象选择符合行业需求，项目依据充分，实

施方案思路清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圆满

完成实施方案中的各项任务目标。项目资金使

用合理、档案管理规范，资料齐全。１００％完成

实施方案批复计划，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绩效考核取得９８分的优异成绩。这是山东省唯

一一家连续３年成功申请到并优质完成省海域

使用金支出的计量认证以奖代补项目的县级监

测机构。该项目的完成有力地支持了荣成市海

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促进了半岛蓝色经济

区又好又快发展。

５　问题与讨论

（１）合署实验室是一个理论设计，共用专

业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实验场地，的确能够

达到节约人力资源，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节约土地资源的目标，实现１＋１＞２的效果，

提高监测绩效。但是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它

的顶层设计必须建立在双方真诚合作，合作共

赢，中层和底层人员必须精诚团结，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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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基础上，才能高效运行，如果顶层设计

紊乱，实验室非但不能高效运转，而且质量管

理体系更是无法正常运行。

（２）实验室有着严格的职业职责、法律担

当和职业道德要求。合署办公，如果双方均是

监测机构，有着一样的实验室质量管理、法律

和职责约束，考绩方法具有可比性，尚能正常

运行。如果双方单位职能和工作性质不一样，

一个是监测机构，一个是其他机构，因考绩不

同，势必引起专业技术人员思想混乱，难以统

一管理。如果要想正常运行，只能建立在专业

技术人员必须德才兼备，道德高尚的基础上。

而这个制度设计存在极大的漏洞，可靠性极差，

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不是仪器设备。尤其在当

今社会上很难行得通。

（３）实验室运行必然伴随消耗和经费的支

持，经费支持进入何方，消耗哪家？实验室合

署办公财务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可

以分清，绝大多数无法分清，尤其是两家监测

项目相同，更是无法理清。如通用仪器设备检

定维修费用，共用试剂、玻璃仪器等损耗品消

耗，办公用品消耗等，均是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１］　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业务体系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Ｚ］．２０１１．

［２］　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２０１２年荣成市海洋与渔业

情况［Ｚ］．２０１２．

［３］　荣成县水产局． 潮间带生物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Ｚ］．１９８８．

［４］　荣成县水产局．荣成县渔业资源调查与渔业区划

报告［Ｚ］．１９８８．

［５］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

则［Ｚ］．２０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