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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海洋监测人员培训的初步探讨

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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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海洋监测人员培训的起源与发展、存在问题和建议等方面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论述。

分析了此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与发展现状。通过对该工作开展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对

此项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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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

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

富，但是由于人类对其过度的开发与利用导致的负

面影响也日益彰显出来，例如：渔业过度捕捞造成

了捕获量急剧下降；乱采滥伐致使海洋珍稀物种濒

临绝灭；肆意向海洋大量排放生活及工业污水导致

海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高发等。因此对海洋环境

的监测与保护成为在新世纪中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监测是保护的基础，只有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

才能为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但想要保证监测数据

真实有效，首先就要具备拥有深厚专业监测技术知

识的人员，因此对从事海洋监测工作人员的培训成

了现今的当务之急。

１　起源与发展

１９９１年，国家计量认证海洋评审组成立。评审

组成立后的第一批任务就是对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

东海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

４个单位进行计量认证。计量认证准备工作的主要

内容任务之一就是实现人员持证上岗。为此，国家

海洋局监测预报处召集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

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磋商，确定由国家海洋标准计

量中心组卷命题，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和各分局

人事教育部门承担培训考核会务，主管海洋监测工



１０４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作的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监测司签发海洋监测专

业技术人员证书。这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次针对海

洋监测人员的上岗培训考核［１］。建立题库、聘请优

秀的有权威的监测技术人员任授课教师，采用理论

笔试和操作考核相结合的做法为今后该项工作的

开展开了个好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２０００年

后随着《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和《海洋计量工

作管理规定》相继发布实施，为开展海洋监检测人

员培训工作的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使培训工作逐步

演变成现今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计

量站）统一管理，由各海区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

计量站青岛、上海、广州分站）具体组织实施。采取

笔试和现场操作考核相结合的形式，由国家海洋标

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计量站）负责拟定海洋监检

测人员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试题。经国家海

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计量站）对考核结果进

行审核并签署书面意见后，由国家海洋局人事司签

发培训证书。

在培训内容方面，早期培训工作由于受监测技

术和监测设备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只开设计量基础

专业、海洋化学专业、海洋气象专业、海洋水文专业

共４个专业
［２］，且各专业不能做到完全覆盖各个知

识点内容，培训内容与实际监测工作联系不够紧密

等问题。发展到现今，海洋监测人员培训中包含的

专业除计量基础、海洋化学、海洋水文、海洋气象

４个专业外，又增加了海洋生物、海洋工程、海洋地

质、海洋测绘、海洋光学、海洋遥感共６个专业，使培

训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在专业方面增加的

同时，各个专业中项目也随之细化，这样不但使培

训内容更加具体完善，同时也使培训内容更具有针

对性［３－４］。截至２０１５年２月，经海洋监测培训合格

的海洋监测技术人员已达４０００余人，且呈逐年上

升趋势。

随着监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监测设备

的发展，培训内容从理论基础到技术深度上都有了

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海洋监测技术人员队伍在监

测能力上的不断提升，这对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２　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海洋监测人员培训工作在近３０年的

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一些

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培训的海洋监测技术人员，无

论从理论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与其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就其差距的原因，笔者认为对海洋监测人员

培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２１　部分人员的专业与海洋监测专业差距较大

随着我国对海洋资源开发力度逐步增大，对海

洋环境保护的意识也随之增强。因此对海洋监测

技术人员的需求量也逐年攀升，这就导致了拥有与

海洋专业或相关专业背景且又从事海洋监测工作

的人员数量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了填

补这一需求的空缺就会把一些非海洋专业的人员

纳入海洋监测行列中来，因此在其从事海洋监测工

作之前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培训。但因受其

专业的影响，对培训内容的理解与吸收上出现障

碍，不能掌握与运用所学到的监测知识和技术，这

就为其今后的海洋监测工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２２　培训教材短缺

到现今为止海洋监测人员培训尚未形成一套

以各专业基础知识为主体，监测技术与实际工作相

结合的培训教材丛书。现有的教材中对计量基础

以及其他各专业包括的新技术、新仪器设备原理、

结构、性能指标、使用操作程序，以及检定／检测方

法和量值溯源等内容描述不够详尽，且教材内容更

新速度跟不上海洋监测技术发展及仪器设备更新

速度，层次划分不够明确，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培训

对象的需求。

２３　培训时间短，考核方式片面

目前海洋监测人员培训方式为聘请各专业权

威技术人员任授课教师，并按培训对象申请考核的

专业对其进行分专业培训，最后以理论笔试和操作

考核结合的方式判断其是否达到培训要求，此种培

训方式由于培训周期较短，不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培

训，同时受操作考核仪器以及考核所需要的时间等

多方因素的限制，不能对培训对象申请的所有专业

及项目进行逐一实际操作考核，只能由负责实际操

作考核专家从需要考核专业中抽取某一个或几个

项目进行考核，采用这种考核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

不能验证培训对象是否对其申请的所有专业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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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都具备监测能力。

３　建议

海洋环境监测是一项较为复杂且系统的工作，

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广，涵盖的内容也比较繁杂。而

从事海洋环境监测人员必须具备从事海洋环境监

测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以及能够正确把握和灵活

运用监测技术方法的能力，通过大量的实践表明，

培训是提升人员监测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笔者对

今后海洋监测人员培训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定期征询各个监／检测机构或单位对海洋

监测技术人员培训需求，并对其需求进行分析汇总。

（２）对各个监／检测机构或单位使用的监测仪

器设备和监测方法登记汇总，并且对此项信息要做

到及时更新。

（３）对参加海洋监测培训的人员，每次培训限

制其申请培训专业及项目的数量，从而保证培训质

量和效果。

（４）对培训对象进行类型划分，不同类型人员

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通过分析培训对象所填报申

请表的内容，按照其学历、所学专业、现今从事的岗

位和其申请所要培训的专业及项目制订有针对性

的培训计划。

（５）不断完善培训教材的内容，教材内容上要

贯彻：①不求其高，但求其宽。可以满足各类学员

的不同需求；②根据学员实际，结合教师的教学经

验，把握教材内容的难易程度；③重视知识与技能

的应用，而不是束之高阁，教材内容尽量做到前呼

后应，左右照应，上下响应，不求多，但求精；④把重

心放在如何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上；⑤对已经

成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等内容要做

到及时引入。

（６）加强海洋监测技术人员在其培训合格证书

有效期内，对其拥有的监测能力进行监督抽查考核。

（７）在涉海高校或有涉海专业的高校中开设与

海洋监测技术相关内容的选修课，使在校大学生了

解并掌握一些有关海洋监测技术能力的知识以及

监测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各海洋监／检测机构或单位的积

极配合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让海洋监测人员培

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下去，发挥它在海洋环境监测

工作中应有的作用，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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