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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风险管控能力研究


许妍，梁斌，于春艳，鲍晨光，兰冬东，马明辉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要：随着海洋开发和利用的不断深化，海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海洋溢油、有害赤潮、海岸侵

蚀、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风险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海洋生态安全，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文章选取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产生危害较大的海洋环

境风险，详细分析了我国海洋环境风险现状及其发展态势，并从环境监测和风险控制两方面

深入探讨了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管控能力的发展现状。通过与国家需求相比较，提出我

国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明确未来我国海洋环境监控与风险控制的

重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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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风险是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

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人类社会及

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及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幸

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１－２］。我国是一个海洋

国家，因便利的海上通道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使

得沿海地区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

城市集中、工业密集，是核电、水电、机械、电子、

医药、重化工等重大产业集聚区。近年来，随着

海洋经济迅猛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持续向海岸带

集中，人类活动干扰日益频繁，海洋生态环境也

遭受严重破坏，海洋赤潮、绿潮频发，溢油事故损

害严重，化学品泄漏、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外

来物种入侵等环境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海洋生

态环境安全受到的威胁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和制

约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１　我国海洋环境风险现状及发展态势

１１　海洋溢油

随着石油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战略石

油储备、海上石油运输及海洋石油开发的规模迅速

增加，海上重大溢油事故显著上升，溢油风险升高。

据统计，１９７３－２００６年，我国平均每年发生两起重

大船舶溢油事故，平均溢油量为５３７ｔ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我国海上溢油发生率明显高于１９７３－

２００６年的平均值。海洋溢油事故主要发生在油

码头、接卸港口、海岛附近海域及海洋油气开发

海域。近年来，重特大海上溢油事故次数增多，

２０１０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大连“７．１６”及渤海“１９

３”油井溢油等重大海洋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环

境产生严重影响［４］。

１２　赤潮与绿潮

中国近海大规模赤潮发生次数增多，有毒有

害赤潮发生率提高，海洋赤潮多集中在浙江、上

海、江苏近岸海域。１９７２－２００７年，共发生较严

重赤潮８５次，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发生重大赤潮多达

３６次。大规模赤潮年发生率是过去２５年的５．１４

倍［５］。近年来，面积达１０００ｋｍ２ 以上的赤潮灾

害中，优势赤潮种类中有毒种类占总数的３０％左

右。据不完全统计，沿海地区贝类中毒事件已超

过１６０起，中毒者超过１０００人，死亡近６０人
［６］。

２００８年青岛近海海域首次暴发大面积绿潮灾害，

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２０亿元。

１３　化学品泄漏

随着海上化学品运输、转存量的不断增加，

化学品泄漏风险也日益增加。据海事部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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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沿海各海事局管辖水域共

有３１起散装化学品污染事故，泄漏数量为７９１ｔ，

泄漏数量大于１００ｔ的污染事故有５起。易发生

事故的货种多为原料型，涉及苯、苯乙烯、冰醋酸

等多种散装化学品物质［７］。

１４　海岸侵蚀

监测表明，２００７年中国海岸侵蚀长度已达

３７０８ｋｍ，重点岸段主要分布在辽宁省的营口鲅

鱼圈海岸和葫芦岛绥中海岸、河北省秦皇岛海

岸、山东省龙口至烟台海岸、福建省闽江口以东

海岸和莆田海岸、海南省文昌和南渡江口海岸以

及江苏省连云港至射阳河口沿岸。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除营口市盖州至鲅鱼圈岸段的侵蚀速度减

缓、侵蚀岸段缩短外，其他岸段的侵蚀速度及侵

蚀长度均在增大［８－１０］。

１５　海水入侵与盐渍化

受海平面上升和对岸线不正当开发的共同

影响，海水侵入近岸土地速度加快，造成大面积

农田盐渍化，近岸地下水系统破坏严重，尤其对

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的地

下水及土地资源构成潜在威胁。监测结果表明，

２００９年河北海水入侵最大宽度达５３ｋｍ，山东海

水入侵最大宽度３０ｋｍ，辽宁大连海水入侵面积

８００ｋｍ２，全国沿岸的年平均入侵速度正在

加快［８－１０］。

１６　海平面上升

受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近３０年来我国

海平面上升速率加快，平均速率为２．５ｍｍ／ａ，总

体高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据预测，

２０３９年中国近海海平面，与２００９年值相比上升

范围在７０～１５０ｍｍ。其中，天津、山东、上海、广

东、浙江海平面上升的最高值超过１４０ｍｍ
［１１］。

同时，近岸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造成的压实效

应以及过量地下水开采，也将不可避免地加重海

平面上升的趋势。

１７　外来物种入侵

生物入侵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国际旅游和贸

易增加了生物资源在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

增加了生物和病原菌的入侵机会。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外来入侵物种进行调查表明，我国具有潜

在入侵危害的海洋外来物种有１００余种，其中植

物２０余种，动物５０余种，微生物３０余种。首次

发现的地点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近年来有逐步

北移的趋势。美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是我国

海洋外来入侵物种的主要来源地。

１８　核辐射

目前，我国核电安全记录良好，在役运行的

１７台核电机组迄今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

（ＩＮＥＳ）２级及其以上的运行事件，在建的３１台

核电机组建造质量也处于受控状态［１２］。我国核

电站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运营核电站邻近

海域的水质、沉积物和生物体中的放射性核素基

本在建站前的本底范围内波动。但日本核泄漏

事故再次提醒我们，核电站应给予高度重视。

２　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管控能力发展现状

２１　海洋环境监测发展现状

历经３０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国

家海洋局为主体的近海海洋监测网，包括岸基

（平台）海洋监测站、锚系水文气象监测浮标站、

雷达测冰站、高频地波雷达站、调查监测船、志愿

监测船、海监飞机、海洋遥感卫星以及数据通信

系统，能够对我国沿岸区进行海洋环境监测，对

赤潮、海上溢油等海洋环境风险进行重点监控。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网共有成员单位１００余个，分

为国家级、海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环境监

测业务机构，各级监测业务机构的主要工作包括

常规监测、污染事故监测、调查性监测以及研究

性监测等。

２２　海洋环境风险控制能力现状

我国针对海洋溢油、海洋赤潮与绿潮、化学

品泄漏、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外来物种入侵、

核辐射等主要海洋环境风险，加强风险监测，初

步形成对上述风险的控制能力。

（１）海洋溢油：目前已初步建成卫星、航空、

雷达、船舶等多种监控技术相结合的海洋溢油事

件监控体系和应急体系，基本覆盖整个中国近

海。开展石油勘探开发定期巡航、溢油卫星遥感

监测、石油平台视频及雷达监控等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的监管和溢油风险排查，并在重点石油勘探

开发区及周边海域进行水质、沉积物质量、底栖

环境和生物质量监测。建立了原油指纹信息库，

海上溢油应急漂移预测预警系统及海上无主漂

油溯源追踪系统等，初步建立了海洋环境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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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系统。

（２）赤潮（绿潮）：２００３年起，我国海洋部门每

年对１９个赤潮监控区开展常规监测和跟踪监

测，并发布《海洋专报－赤潮（绿潮）月报》，制定

了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县、市级的赤潮

（绿潮）海洋风险应急预案体系，开展了赤潮风险

评价，确定了我国赤潮风险高发海域。

（３）化学品泄漏：近年来，海洋化学品泄漏事

件时有发生，海洋部门及时开展了现场调查和跟

踪监测，并针对潜在的污染源，对ＰＡＨｓ、ＯＣＰｓ、

ＰＣＢｓ、ＰＦＯＳ／ＰＦＯＡ、ＨＢＣＤ 和 ＴＢＢＰＡ 等优先

控制污染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技术储备，为应对化

学品泄漏事件后的快速送检、及时检测、确定污

染物种类、排查污染源等一系列工作奠定技术基

础。利用区域风险评价技术方法，通过源项分

析、环境后果分析、风险表征和风险评价以及风

险管理４个评价过程，确定我国化学品泄漏风险

高发区域及风险等级划分。

（４）海岸侵蚀与海水入侵：国家海洋局自

２００３年起，每年对重要岸段开展海岸侵蚀监测。

２００７年始，在沿海地区布设固定监测断面，开展

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监测。构建了海岸带典

型区域海岸侵蚀风险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确定

海岸侵蚀、海水入侵风险高发区域，并在重点区

域开展了海平面影响风险评估示范研究。

（５）外来物种入侵：通过科学的监测站点布

设，采取现场调查和遥感影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对我国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湾

省）的互花米草群落进行了观测调查。此外，还

针对局部区域泥螺、水母等生物入侵问题进行了

连续监测，初步掌握了外来物种入侵方式和来

源，分布范围、密度等情况，并建立了生物入侵物

种库。结合国外物种入侵风险评价的研究成果，

建立了沿海各地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价的指标

体系，确定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图。

（６）核辐射：国家海洋局依托现有的海洋环

境监测业务体系，通过船舶走航、岸（岛）基站及

海上石油平台定点监测等方式，构建了多元化的

放射性物质监测体系，对我国管辖海域的大气、

海水及海洋生物等主要海洋环境介质实施放射

性物质监测。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国家

海洋局及时组织开展了海洋放射性物质预报预

测工作，对核泄漏物的大气扩散趋势和放射性污

水扩散影响进行预测，分析评估了核泄露事故可

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２３　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与我国海洋生态安全维护和海洋经济持续

发展的需求相比，海洋环境监测和风险管控能力

尚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３．１　海洋环境监视、监测、观测系统尚不健全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体系覆盖的区域主要是

近岸及近海海域，其目的是对我国人为活动影响

区域的海洋环境质量，海洋生态健康状况，赤潮、

海岸带地质灾害等进行监测与评价，为海洋环境

管理提供依据，监测的手段主要是现场船舶监

测，海洋观测系统主要为岸基观测台站。从覆盖

范围看海洋监测主要集中在近岸与近海，相对远

海监测能力不足，连续自动观测能力较弱。

２．３．２　海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的信息支撑能力

薄弱

　　目前我国尚缺乏海洋风险管理的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亟须整合汇集风险源、海洋水文动力、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灾害等各类基础信

息，为海洋风险管理提供快速、有力的支撑。

２．３．３　海洋生态环境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有待

加强

　　海洋生态环境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主要包

括灾害应急物质的储备，海洋污染的清除与处

置，海上救援及突发环境事故的快速反应等诸多

方面。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灾害应急储备明

显不足，应急物资储备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海

上溢油回收等技术、设备落后。

３　未来展望

围绕海洋生态环境观测网、海洋风险管理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及生态环境灾害的应急处置等

重大工程的建设，全面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风险的

综合管控能力，降低污染灾害、赤潮（绿潮）、溢

油、危化品泄漏、海岸带地质灾害等环境风险，实

现核辐射等巨灾风险的可控性，保障海洋生态安

全，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洋环境

现状及目前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能力建设

存在的问题，未来２０～３０年间我国海洋环境监

控与风险控制重点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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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构建强大的海洋观测系统

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由岸基监测站、船

舶、海基自动监测站、航天航空遥感组成的全天

候、立体化数据采集系统的能力建设，使污染监

测、生态监测、灾害监测及海洋自然环境监测合

为一体，建立错层次、多功能、全覆盖的海洋监

视、监测与观测的网络结构，形成由卫星传送、无

线传输、地面网络传输等多种技术和专业数据库

组成的监测数据传输和监测信息整合系统。加

强配备重金属、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放射性

等的分析检测设备，探索适合我国的海洋环境监

测分析技术方法，重点开展海洋功能区监测技

术、海洋生态监测技术、赤潮监测技术、海洋大气

监测技术、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污染源监

测技术的研究，尽快形成标准规范，指导海洋环

境风险评价与分析工作。

３２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构建海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主要包括应急监测数据编报系统、海洋环境监

测数据库、风险源数据库、应急监测数据管理系

统、应急信息产品制作系统、海洋动力动态数值

模拟系统、海洋环境应急信息可视化查询系统

等，为海洋环境突发事件提供应急处置的相关

信息，从而提高应急指挥的实效性和科学性，最

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

不良影响。

３３　形成有效的海洋生态环境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建立海洋溢油以及处置物质储备基地，根据

海洋溢油风险区、多发区等合理布局溢油物质储

备网络体系，合理配置消油剂、围油栏、吸油毡等

常备物质。积极研发海洋溢油回收、绿潮海上处

置等工程设备，提升海洋环境灾害的现场处置能

力。建立由陆岸应急车辆、海洋应急专业船舶和

直升机构成的海、陆、空立体快速应急反应体系，

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应急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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