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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海洋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海洋管理体制成熟,海洋环境也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与有效保

护。文章在梳理加拿大海洋管理部门、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与主要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加拿大海

洋环境监测状况,从监测主体、监测工作、监测内容、监测成果等方面对加拿大和我国的海洋环境

监测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针对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队伍能力建设、优化海洋环境监测内容、丰富监测产品类型等可行性建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

环境监测成效、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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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isalonghistoryofocean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inCanada,formingaquite

maturemanagementsystem.Marineenvironmenthasalwaysbeenpaidhighlyattentionandap-

propriatedprotected.Inthispaper,currentsituations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inCana-

dawassummarized,onthebasisofitsoceanmanagementdepartments,marineenvironmental

monitoringagenciesandmajorworks.Comparativeanalysiswasmadebetweenmarineenviron-

mentalmonitoringinChinaandCanadaintheaspectsofmonitoringsubjects,majorworks,con-

tentsandrelevantoutcomes.Furthermore,feasiblesuggestions wereputforwardsuchas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personnel,optimizingthemo-

nitoringcontentsandenrichingthetypesofmonitoringproducts,whichcouldbeimportantrefer-

encesforpromoting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efficiencyandtheconstructionof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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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三面环海,濒临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

洋,海岸线长达24.4万km,为世界之最。加拿大

拥有世界第二大的陆地国土面积,同时还拥有占陆

地国土面积37%的37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

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加拿大海洋开发利用和

管理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海洋管理体

制和机制,且非常注重生态和环境保护,重点关注

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治理。加拿大自然环境保护状

况非常好,很少报道海洋污染事件,围垦和填海工

程也较少[1]。我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近年来随着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海洋环境

监测工作是了解海洋、认识海洋、评估海洋环境状

况及变化的基本方法。本研究阐述了加拿大海洋

管理部门、海洋环境管理区域、海洋环境监测与研

究机构以及主要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并从监测主

体、监测工作、监测内容、监测成果方面,开展加拿

大和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对比分析,为我国海洋环

境监测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

1 加拿大海洋管理部门

加拿大具有完善的海洋综合管理框架,实行联

邦、省(自治区)、市三级政府的海洋管理责任[2]。加

拿大海洋渔业部是联邦海洋与渔业事务的主管部

门,也是唯一的联邦海洋综合管理机构。该机构成

立于1979年,负责发展及执行海洋及内陆水域的经

济、生态和科技等相关政策与方案,下设机构包括

海岸警卫队、渔业农业管理局、海洋生态保护局及

海洋科学研究所等。海洋委员会是加拿大涉海行

业的协调机构,涉及海洋渔业部、环境部、交通部、

公共安全部等所有海洋管理部门。此外,加拿大还

成立了国家海洋与产业委员会,负责国家相关海洋

政策的指导与管理咨询工作[3]。

2 加拿大海洋环境监测与研究机构

加拿大海洋渔业部作为主要涉海部门,总体负

责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以及淡水栖息地的环境

监测,其下属的科学组织负责国内2/3水生态系统

的监测工作。其中,所有海域的营养盐浓度监测由

海洋渔业部负责,沉积物、贝类样品及海洋污染方

面的监测则与加拿大环境部、自然资源部、食品检

验检疫局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4]。

加拿大涉及海洋环境监测的研究机构包括贝

尔福德海洋研究所、茅里斯海洋研究所和里姆斯基

海洋研究所。其中贝尔福德海洋研究所是加拿大

最早的海洋研究机构,也是目前加拿大最大的海洋

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研究范围几乎涉及所有

领域的海洋问题,开展或参与了多项海洋环境监测

与评价项目[5]。茅里斯海洋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渔业科学研究、海洋科学研究、环境科学研究和

水文地理学研究。里姆斯基海洋研究所研究方向

涉及近岸海洋的各个学科,包括物理海洋、海洋化

学、海洋生物和海洋地质等[2]。

3 加拿大主要监测工作

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

际组织联合开展了多个监测项目或计划,包括大西洋

区域监测计划(AtlanticZoneMonitoringProgramme,

AZMP)、大西洋深海区监测计划(AtlanticZoneOff-

ShelfMonitoringProgram,AZOMP)、太平洋区域海

洋计划(PacificRegionOceansProgram)、北极监测和

评价计划(ArcticMonitoringandAssessmentProgram,

AMAP)、海湾环境监测计划(GulfofMaineEnviron-

mentalMonitoringPlan)、海水质量监测计划(Marine

WaterQualityMonitoringProgram,MWQM)、北部区

域污染调查计划(NorthernContaminantsProgram)、

贝类卫生安全计划(ShellfishSanitationProgram)等。

大西洋区域监测计划(AZMP)始于1998年,监

测区域涉及魁北克区、纽芬兰区、海湾和其他大西

洋沿海地区[6]。研究目标包括:①收集和分析生物、

化学和物理领域的数据,研究海洋环境的季节、年

际、十年间的变化特征;②提供多学科的数据集,用

于建立生物、化学、物理变量之间的关系;③提供足

够的数据支持海洋活动探测发展。大西洋区域监

测计划资料和产品属于加拿大海洋环境数据服务



7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8年 

中心,该监测计划的监测要素涉及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科,主要有温度、盐度、溶解氧、营养盐和叶绿

素等。

海湾环境监测计划始于1991年,监测区域为缅

因湾,由缅因湾监测委员会负责,缅因湾周边地区

大学和政府 机 构 合 作 实 施[7]。该 计 划 以 紫 贻 贝

(Mytilusedulis)为指示生物,通过分析其体内的污

染物,确定海湾的污染状况。该计划监测站位共

30余个,布设在海湾各省的沿岸区域,分为监测基

准站、多年监测站和轮流监测站3种类型。监测指

标包括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有机氯类农药和重

金属。

海水质量监测计划(MWQM)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在贝类生长区域对陆源污染的持续的水质监测,

包括对当前环境中点源和非点源污染(城市污水、

工业废水、农业废水等)的监测分析,对双壳贝类生

长区进行划分,识别贝类的安全海域,为加拿大环

境部开展贝类卫生安全计划所做的决策提供技术

支持[8]。该计划主要在魁北克区实施,区域内贝类

养殖区的数量在过去的27年中显著增长,从1987
年的10个区域增加到2014年283个区域。

太平洋区域海洋计划由加拿大海洋渔业部主

导,旨在通过建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经济繁荣之

间的平衡,应对加拿大西部海岸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影响[9]。该计划的目标是:①建立一个协作的、综合

的海洋管理方法;②在海洋利益相关者中扩展合作

伙伴,增加他们在使用海洋资源中的责任和义务;

③在海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过程中优化其潜在

的经济价值;④使加拿大走在世界海洋管理的前

列。计划的关键在于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目前在

太平洋区域已建立两个海洋保护区(MPA)和两个

感兴趣的区域(AreasofInterest,AOI),前者包括热

液口 海 洋 保 护 区(EndeavourHydrothermalVents

MPA)和 鲍 伊 海 底 山 脉 保 护 区(BowieSeamount

MPA);后者包括瑞斯礁(RaceRocksAOI)和赫喀特

海峡/夏洛特女王海峡的玻璃海绵礁(HecateStrait/

QueenCharlotteSoundGlassSpongeReefsAOI)。

北极监测和评价计划(AMAP)作为北极环境

保护战略的一部分于1991年开始实施,研究重点对

象包括难降解有机物(POPs)、重金属(汞、镉、铅)、

放射性物质、酸化、石油类污染、气候变化影响、臭

氧空洞、污染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污染物和其他因

素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联合效应[10]。2016年

该计划发布了《2015年北极放射性评价报告》[11],

这是AMAP发布的第四次北极区的放射性评价,

结合了1998年、2004年和2010年3次的评价结

果,阐述了北极区放射性物质的来源、监测结果及

环境影响。

4 加拿大和中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对比分析

4.1 监测主体比较

中国和加拿大在监测主体方面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都由主要涉海部门管理,下属的研究和监测

机构则为主要的监测力量,同时,其他部委所属监

测机构、科研院校、国际组织等共同参与海洋环境

监测工作。加拿大海洋与渔业的监测管理由同一

部门———海洋与渔业部负责,而我国则分属于两个

部门,海洋环境监测主要由国家海洋局负责,渔业

监测由农业部负责,同时,环保部也有针对近岸海

水水质监测的监测队伍。

与加拿大相比,我国的海洋监测与研究队伍更

加完善,建立了国家(海区)-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一体化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拥有

多家实力雄厚的海洋研究所,包括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国家海

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南

海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东海水产研究所和南海水产研究所等。

4.2 监测工作比较

加拿大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具有

区域特色,加拿大有六大海洋管理区,每个管理海

区中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监测计划,如大西洋区域

监测计划(AZMP)涉及的管辖海区包括魁北克区、

纽芬兰区、海湾和其他大西洋沿海地区,太平洋区

域海洋 计 划 涉 及 太 平 洋 区,海 水 质 量 监 测 计 划

(MWQM)涉及魁北克区,北极监测与评价计划

(AMAP)涉及极地地区。但往往加拿大联邦政府

只是各个监测计划的参与者,与地方政府、非政府

组织及其他国家政府机构和科研组织合作开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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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评价。

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也带有明显的区域特点,

渤海和北黄海主要由北海分局组织实施监测工作,

南黄海和东海主要由东海分局组织实施监测工作,

南海主要由南海分局组织实施监测工作。一方面,

加拿大的监测工作与我国开展的海洋调查项目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特定研究或

管理目的开展,但我国的调查项目时间较短,仅持

续几个航次甚至只进行了一个航次;另一方面,加

拿大的监测工作与我国的业务化监测也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都是以政府管理和公众服务为目的长期

开展的工作。

4.3 监测内容比较

加拿大没有政府部门主导的针对全国区域的

统一监测时间、统一监测内容的业务化监测工作,

大部分监测工作为零散项目,笔者尚未查找到关于

监测方案的信息,只能从不同的监测计划及其总结

与评价报告中总结、提取出少量的关于监测目的、

监测区域、监测站位、监测要素、监测频率方面的信

息。各监测项目根据目的的不同,监测站位布设、

要素和频率也不同,且监测的目的性强。如海湾环

境监测计划设置了3种类型的监测站位监测紫贻贝

体内的污染物,海水质量监测计划监测养殖区水环

境为行政管理服务,大西洋区域监测计划涉及的监

测区域相对固定,且涉及多个海洋学科。

在我国,国家海洋局每年都编制业务化海洋环

境监测方案,对监测的任务类型、组织单位、监测内

容、监测时间和监测频率做出详细的规定,既满足

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能满足行政管理的需求。内容

包括涉及海水水质、沉积物、海洋生物等多学科的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监测,涉及陆源污染物、海洋工

程项目的环境监管监测,涉及养殖区、海水浴场的

公益服务监测以及溢油、放射性的生态环境风险监

测等。针对不同的监测任务,其设置的监测要素、

监测频率也有所不同。

4.4 监测成果比较

海洋环境监测方面的产品主要包括监测数据

类和报告类产品,这两方面加拿大和中国的监测成

果都比较丰富,但是在网上公开发布的还比较少。

在加拿大海洋与渔业局网站上,发布了数据管理系

统,可供查询检索部分数据成果,包括水温、盐度、

海流、浮游植物、溶解氧等数据。目前,我国环保部

网站上公开发布了部分近岸水质数据,而国家海洋

局监测机构获取的数据产品,则需通过申请审批方

式获得。

在报告类产品方面,目前加拿大发布了1期加

拿大国家海洋报告(Canada’sStateoftheOceans

Report,2012)、14期太平洋海域年度报告(Stateof

thePacificOcean),7期加拿大太平洋海洋生态系

统物理、生物和特定渔业资源年度报告(Stateofthe

Physical,BiologicalandSelectedFisheryResources

ofPacificCanadianMarineEcosystems),此外还发

布了其他多样的计划和管理方案,如联邦海洋保护

区战略(FederalMarineProtectedAreasStrategy)、

海洋 计 划 概 要 手 册(OceansProgram Overview

Pamphlet)、大西洋珊瑚礁报告(CoralsoftheAt-

lantic)等。

我国从1999年开始,发布了18期《中国海洋环

境状况(质量)公报》,这是目前我国海洋方面最权

威最重要的报告。近年来,海区和地方省、市、自治

区海洋主管部门每年也编制了区域海洋环境质量

公报。此外,还发布了月报、半月报、周报、日报和

专报产品,如长江入海口水质监测信息月报、福建

省主要海湾水环境质量季报、天津近岸海域赤潮监

控预测简报、威海市五大海水浴场环境状况、赤潮

监控区养殖环境质量通报等。相比较起来,加拿大

报告类产品内容更偏向于科学研究方面,我国的报

告类产品内容更偏向于行政管理和公众服务方面。

5 加拿大海洋环境监测对我国的启示

5.1 加强海洋环境监测队伍能力建设

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和管理体系与加拿大具

有相似性,都是国家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体系。由

于加拿大监测工作主要是各类监测项目,因此针对

项目所需的监测能力和评价能力非常高。而在我

国,每年开展业务化监测的队伍虽然都很庞大,但

各级监测机构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同级监测

机构的监测能力也不平衡,各级监测机构普遍存在

监测与评价能力不足的问题。如国家级和省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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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机构具备各类海洋环境要素的监测能力,地市级

监测机构具备基本的海洋环境要素监测能力,县级

海洋环境机构具备现场采样和现场快速监测能力。

因此,提升海洋环境监测队伍的监测与评价能力,

是提升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的基础。

5.2 优化海洋环境监测内容,使之更具针对性

加拿大监测工作是区域性的监测计划,监测计

划中各年份的监测内容有所不同,针对的问题现象

更为明显,能够紧抓区域海洋环境问题。我国的业

务化监测工作能获得同一监测内容、监测时间的海

量监测数据,多为海水水质、沉积物质量、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等常规海洋要素数据,缺乏

针对区域特点的特定监测要素,无法结合当地特定

环境问题,开展环境分析。在部分区域,由于缺乏

特定的数据,而监测获得的常规数据又不足以支撑

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需求,因而这部分监测数据无

法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海洋环境监测

方案,结合区域的环境特征、海洋环境问题的科学

研究和行政管理需求,使之更有针对性。

5.3 丰富监测产品类型,编制国家级海洋研究报告

加拿大的海洋环境产品类型比较丰富,包括数

据管理系统和各种类型的报告,不同的产品类型适

合管理、科研和公众不同的需求,其2012年度发布

的《加拿大海洋报告》,内容集中在主要海洋问题,

包括生态系统的变化、海洋酸化、低氧、海冰变化、

海洋气候、北极入侵物种、冷水区珊瑚和海绵动物

7个篇章。目前,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产品虽包括

公报、周报、月报、专报等报告,但是形式跟内容比

较单一,难以吸引公众和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且获

取的大量海洋环境监测数据未得到有效利用,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使用,开发

多种形式的海洋环境监测产品,丰富海洋环境监测

产品类型。目前,我国尚未发布国家级海洋环境大

报告,有必要结合多个部委、多个科研机构的专家

学者,开展针对我国海洋环境变迁、海洋环境问题

的综合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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