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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的几点思考　　一、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的概念　　21世纪以来，全球
海洋环境，特别是海岸带环境持续恶化。
如何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已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欲有效地解决海洋的生态与环境问题，首先需要通过海洋环境监测，快速、准确地获取相关的海洋环
境数据，并采取恰当的方法对这些海洋环境数据进行评价，最终获得对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
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所谓海洋环境监测，是指在设定的时间和空／,-I内，使用统一的、可比的采样和检测手段，重复
获取海洋环境要素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各环境要素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以及与人类活动关系的
全过程。
海洋环境监测是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欧洲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奥斯陆一巴黎公约组织（OS·PAR）指出，海洋环境监测的内容涵盖
了三个层面的“重复测定”：　　重复测定海洋环境各介质（包括水、沉积物和生物体）的质量和海
洋环境的综合质量；　　重复测定自然变化及人为活动向海洋输入的、可能会对海洋环境质量产生影
响的物质和能量；　　重复测定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
　　对海洋环境进行评价，是对特定海域及沿海地区的环境健康状况进行综述，包括分析目标海域的
水动力学、化学、栖息地和生物现状，评估人类活动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对具天然可变性的环境要素的
影响效应等。
因此，海洋环境评价是在海洋环境监测的基础上开展的，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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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述了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在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领
域中的最新工作进展，有所侧重地剖析了它们各自的海洋环境管理框架、监测计划和评价方法。
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在较为全面地反映国际上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最新进展的同时
，既注重了突出国际先进监测和评价方法学的科学性，又结合我国的海洋监测实践评价其借鉴意义，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该书对于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事业的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从事海洋环境监测和评
价的广大工作者来说，该书也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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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对海洋环境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①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②经济
因素；③OSPAR协议未包含的其他直接压力如海水养殖。
这些因素本质上仍然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为此，有必要对OSPAR海域的环境质量进行长期、全面和系统的监测与评价，为规范人类活动、
削减陆源污染物的人海量、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改善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健康提供科学
依据。
　　1.1.2 总体目标　　OSPAR海洋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是各签约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防止和消
除海洋环境污染，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海洋环境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终达到保护公众健康、
养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目的。
此外，对于海洋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海域，应采取切实可行的修复措施。
　　科学认识海洋是海洋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
OSPAR协议要求签约方合作开展监测项目，建立质量保证方法、开发评价工具，并辅以必要的科学研
究，提升对海洋环境的认识和了解，纳入对评价有益的科技进展。
同时，充分利用OSPAR委员会的职能，定义和执行合作监测项目，批准和解释监测结果，完成质量现
状评估，包括对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海洋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的评价以及优先行动计划的比选。
　　因此，OSPAR签约方将以联合评价和监测项目（JAMP）为基础共同工作，在2010年前完成上述职
责。
2010-2020年海洋环境保护战略的具体方案将于2010年确定。
　　1.1.3 监测与评价体系设计　　OSPAR以统一协作的资料收集体系和评价体系为基础，设置了五大
专题战略，下面对OSPAR的整个战略设计和运行机制作简单介绍。
　　1.1.3.1 资料收集体系　　OSPAR认为，资料收集需达到下述目标：　　（1）描述参数的空间分布
，包括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参数（例如人口统计学，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及其海洋环境效
应，其他物种的分布和数量）；　　（2）确定时间变化趋势，作为评价管理措施有效性的工具，或
采用适宜的指示物来评价海洋环境质量的变化和可变性；　　（3）在人为压力和所观测到的环境效
应及海洋环境的其他变化间建立相关关系。
　　因此，“资料收集”①是对狭义的“监测”所作的扩展，它需要涵盖所有形式的收集、汇编和处
理数据以及收集各种附加资料，当然这其中包含了监测数据收集的内容。
0SPAR定义监测为“重复测定”：　　（1）重复测定海洋环境各介质（包括水、沉积物和生物体）的
质量和海洋环境的综合质量。
　　（2）重复测定自然变化及人为活动向海洋输入的、可能会对海洋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物　　①
汶单所说的“资料收集”包括了开展实际的现场监测和通过文献资料所获取的资料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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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最新进展》是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成果，“十一五”国
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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