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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区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职能定位探讨


张洪亮１，２，崔文林１，２，李保磊１，２，齐衍萍１，２

（１．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２．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与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监测能力现状和北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业务需求，探

讨了发挥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合理定位基层海洋站监测职能，优化北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资源配置，迅速提高全海区环境监测能力的问题。基层海洋站能力建设应充分考虑海洋生

态环境监测业务需求，着力解决制约基层海洋站环境监测能力薄弱的短板问题，基于海洋站

目前的基础设施，以完成常规项目监测和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为目标，科学规划实验室改

造、技术设备购置及配套设备购置计划，提升海洋站履行海洋环境监测职能的能力和效率，夯

实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业务基础，完善北海区局属海洋生态环境三级监测体系。

关键词：环境监测；海洋站；能力建设；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Ｘ８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４６－０００３

　　完善海洋环境和海岛监测业务体系，提升基

层海洋环境监测站监视监测能力和监测资源共

享程度，是当前加强近岸海域及海岛生态监管亟

待解决的问题［１－２］。根据现有监测体系技术资

源、海洋环境监测业务需求和社会环境条件，科

学定位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的监测业务功能，对

发挥其地理优势，打造北海区近海３ｈ海洋资源

环境监测圈，提升海洋监测时空覆盖能力和监测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３－４］。本研究意在探讨现有人

员、装备条件下，如何做好海洋站的监测业务职

能科学定位，与中心站和海区中心形成功能互

补，避免“小而全”和重复建设，节约建设经费，缩

短建设周期，尽快形成监测能力，为提高北海区

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工作效率提供参考。

１　海洋环境监测站业务能力现状

目前，国家海洋局在北海区建立了海区中

心、中心站、基层海洋站三级局属海洋环境监测

体系，监测机构包括：１个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位于青岛；５个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分别位于

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秦皇岛市、天津市、山东省

烟台市和青岛市；２３个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以

下简称海洋站），分布在沿海地区。

北海区所辖２３个海洋站分别隶属于５个中

心站，各海洋站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备，多数海洋

站有工作人员５～９人，专业技术人员以水文、气

象等专业为主，化学、生物、海洋环境等专业技术

人员不足４％。各海洋站海洋水文气象观测仪器

设备齐全，８７％的海洋站拥有自己的观测场和验

潮井，６１％的海洋站有测波室，但是，海洋环境监

测仪器基本为空白。除日照海洋站等个别海洋

站外，多数海洋站仅开展所在海域的海洋水文、

气象观测等工作任务，不具备其他项目的海洋环

境监测能力。

２　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存在的问题与业务

需求

　　随着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落实，以建设海洋

生态文明为目标，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修复和海洋产业调整等给海洋环境监

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未来５年，近岸和近海海

洋环境监测要满足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

警、应对海洋生态灾害、陆海统筹污染区防治等

的需求。对照现状，目前海洋环境监测系统以下

几点不足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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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基层海洋站不具备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监测

体系不完善

　　以往基层海洋站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海洋水

文、气象要素的监测能力方面，缺乏基本的海洋

环境监测仪器和设备。目前，北海区９５％的基层

海洋站不具备海洋环境监测能力，海洋环境监测

体系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面对日益加重的海

洋资源环境监测需求和日益频发的海洋生态灾

害，现有的海洋站只能开展部分监视工作，中心

站能够承担部分监测工作，海区中心承担了大部

分海洋监测工作，基层监测机构受能力限制无法

发挥地域优势。因此，亟须填补基层海洋站监测

能力的空白，完善增强海洋站海洋监测能力，使

之能够承担海洋资源环境监测和应对海洋生态

灾害。

２２　海洋站布局不尽合理，沿岸存在较大的监测

能力空白区

　　北海区沿岸海洋站布局存在空白区域，在河

北省沧州市至山东省潍坊市之间，４个地级市的

管辖海域数百千米岸段未建设局属海洋站，极大

地影响了北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的覆盖能力，

无法形成３ｈ海洋环境监测圈。并且海洋站总体

布局不尽合理，多靠近城镇，对部分重点河流、海

洋环境敏感区缺乏监控能力。通过能力建设，能

够形成３ｈ海洋环境监测圈，必将大大提升海洋

环境监测覆盖能力和监测数据的时效性。

２３　基层海洋站缺少应急监测能力，影响北海区

应急监测时效性

　　目前，北海区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业

务由中心站和海区中心承担，应急监测队伍抵达

现场的航渡时间较长等问题，成为影响应急监测

时效性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由于中心站和海

区中心的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工作繁重，近年北海

区绿潮、赤潮、水母等海洋生态灾害和溢油事故

发生频率居高不下，应急监测工作对日常业务工

作的冲击较大。亟须完善基层海洋站的应急监

测能力，发挥其区位优势，就近开展对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急监测，以提高监测的时效性，实现３ｈ

内海洋监测技术平台达到海洋生态灾害现场并

开展工作。

３　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职能定位

３１　外业样品采集职能定位

外业样品采集是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一般是由本单

位自己完成外业样品采集。外业样品采集人力

资源占用量大、耗时长、易受海况和天气影响，是

影响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效率的主要环节。基层

海洋站承担海洋环境监测的外业样品采集任务，

能发挥各海洋站的区位优势和人员优势，由海洋

站承担就近沿岸浅海的监测站点采样工作，可大

幅度减轻中心站、海区中心的现场监测采样工作

压力，降低监测成本，提高监测效率。

由于海洋环境监测外业样品采集工作相对

独立，采样操作有《海洋监测规范》（ＧＢ１７３７８—

２００７）和《海洋调查规范》（ＧＢ１２７６３—２００７）可依

据，工作流程和技术要求明确。监测单位采用外

包的形式完成海洋环境监测的样品采集工作也

符合计量认证的要求。因此，基层海洋站承担其

他单位的海洋环境样品采集工作在监测质量控

制方面也是可行的。美国、加拿大等国有志愿者

采集养殖区水样，邮寄至检测单位分析的环境监

测方式。

根据目前的海洋环境监测业务需求和海洋

站人员、装备条件，添置采水器、采泥器、浮游生

物调查网具等样品采集仪器，配备手持 ＧＰＳ、绞

车、样品箱等采样配套器材，形成海水、沉积物、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等生态监测样品采集能力，

可开展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海洋功能区环境监

测、海洋环境监管监测等业务的样品采集工作。

３２　内业样品分析及现场监测职能定位

部分海水监测指标的样品不易保存，需要进

行现场分析。针对此类样品，可采用现场监测仪

器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式。目前多参数

水质分析仪等现场监测设备在ｐＨ、溶解氧、叶绿

素ａ、浊度等指标的监测方面技术较成熟，设备性

能稳定，易于使用和保养，且仪器购置费用较低。

配备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海洋站可完成ｐＨ、溶解

氧、叶绿素ａ、浊度、盐度等水质要素的现场监测。

海水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磷酸盐、硅酸

盐等营养盐监测指标，《海洋监测规范》要求其样

品保存时间不大于２４ｈ，而目前在线监测技术不



４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能满足规范质量要求，需要进行现场样品分析。

如果由于中心站或海区中心不在一地，则采样工

作完成后当天需要样品运输和交接耗时较长。

配备常规水质项目采样、预处理设备、分析

仪器和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等现场监测设备，形成

常规水质监测能力，满足水文气象、海水水质常

规监测、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监测的基本需求。近

期需要具备的监测项目有海水ｐＨ、溶解氧、化学

需氧量、叶绿素ａ、盐度、水色和透明度等。

３３　应急监视监测职能定位

近年来，北海区赤潮、绿潮及溢油灾害等突

发环境事件频发，应急监测工作繁重。以２０１３

年为例，北海区发生赤潮１４次；绿潮灾害影响到

山东日照、青岛、威海和烟台市沿海［３］，影响海域

岸线近１０００ｋｍ；青岛东黄输油管线发生爆燃事

故，造成胶州湾溢油污染。每年北海区海洋环境

监测机构承担的应急监测都在１００航次以上。

大量的应急监测任务给日常监测，业务工作量已

近饱和的海区中心和中心站造成较大的压力，有

时不得不推迟日常监测，以完成应急监测任务。

有些环境事件发生海域距海区中心或中心站较

远，监测队伍抵达现场路途远，航渡时间长，降低

应急反应效率。当前的海洋环境保护形势亟须

基层海洋站承担起海洋环境应急监测职能。

目前影响基层海洋站开展环境应急监测任

务的主要限制因素有两方面：一是缺乏应急监视

监测的技术设备，二是缺乏从事海洋环境监测方

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海洋站现有技术条件，

通过配备采水器、赤潮生物采样网具和油指纹样

品采集器材、样品瓶及ＧＰＳ等相关配套设备，即

能满足赤潮、绿潮应急观测和样品采集能力的需

要。专业人员可通过短期培训和中心站技术指

导等方式，解决应急监测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

海洋站应急监视监测能力的建设目标应是具备

就近应对１个环境突发事件的现场应急监视任

务，具备独立开展溢油、绿潮、赤潮等环境突发事

件的现场监视监测的能力，为形成北海区３ｈ应

急监测圈，提升海区环境监测覆盖能力奠定

基础。

３４　基层监测机构辅助监测业务职能定位

建设通用实验室，为中心站、海区中心提供

通用实验分析平台，提高北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的整体业务能力。发挥基于海洋站现有基础

设施优势，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改造，打造

专业化通用实验室。每个海洋站完成通用实验

室改造面积不小于１５０ｍ２，以满足海洋站开展监

测工作的需求，并为海区中心、中心站就近开展

常规项目现场样品分析提供实验条件，将海洋站

实验室打造成北海区海洋环境监测现场分析的

通用实验室。

建设远程生物鉴定信息采集终端，配备光学

显微镜和显微照相系统等相关技术器材，具备海

洋生物样品鉴定信息采集录入及远程传输能力。

发挥中心站、海区中心的技术优势和基层海洋站

区位优势，解决目前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

中生物种类鉴定的技术困难，提高北海区监测体

系生物样品的鉴定能力。

４　小结

依托海区中心、中心站的海洋环境监测能

力，发挥海洋站区位优势，避免重复建设，优化北

海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总体布局，监测机构资源

形成互补，迅速提高全海区环境监测能力。目前

基层海洋站业务能力建设重点是提升应急监视

监测能力、常规水质项目监测能力、海洋生态样

品采集能力和远程海洋生物鉴定信息采集能力，

同时完成实验室改造，将海洋站实验室打造成北

海区海洋环境监测现场分析的通用实验室，夯实

基层海洋环境监测站业务基础，完善北海区局属

海洋生态环境三级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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