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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概况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海洋中心）成立于

1959 年 4月，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隶属生态环境部，是从事

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的国家级业务中心。 

长期以来，海洋中心以满足国家海洋生态环境管理需求

为导向，以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管理支撑业务为核心，

形成了涵盖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法

规与政策制定，海洋环境基准、质量标准及监测评价技术方

法研发与示范，海洋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与预测评估，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监管，海洋污染事故与生态灾害预警应

急，海洋工程行政许可与监管技术支撑等综合科研业务能力，

组织编制的《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各类信息产品

为国家和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灾害

和突发应急事件处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决策、国际公

约履约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洋中心已打造了一支党建与业务相

结合、业务与科研相结合、支撑与服务相结合的专业化技术

队伍，成为主体职责业务化、工作组织系统化、技术能力现

代化、管理支撑专业化的国家级科研业务机构。 



 
海洋中心外景 

人才队伍 

海洋中心人员编制 388名，现有在职职工 315人，其中

正高级职称 53人，副高级职称 103 人，中级职称 117 人。特

聘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 人，全国海洋系统先进工作者 1 人，辽

宁省第十届杰出科技工作者 1人，辽宁省学术头雁 1 人，辽

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 2 人、千层次 7人、万层次

26 人，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3人，第十一

届辽宁青年科技奖十大英才称号 1 人，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

年 3 人，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大连市领军人才 1

人，大连市杰出青年 1人，大连市青年科技之星 4 人。 



 
职工职称学历情况 

联合培养 

目前，海洋中心与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

海洋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等高校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双方优势，促进产学研有机融合。持续

深化高校教学实践合作，每年接待大连海洋大学、大连海事

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百余人到海洋中心综合实验

室、专业监测船实习参观。 

目前，海洋中心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3人、硕士研究生

导师 22人；近五年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60余人。 



 
大连理工大学师生到海洋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大连海洋大学师生到海洋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科研设施 

海洋中心总占地面积 85,492.09 平方米，建筑面积

37,670.76 平方米，院区设有海洋环境综合实验楼、海洋放

射性实验室、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实验楼、海洋生态楼、

海域遥感楼等设施，管理运行 1艘 500吨级海洋生态环境专

业监测调查船。 

 
海洋中心院区 

 
海洋生态环境专业监测调查船 



中心海洋环境综合实验楼面积约 16,800 平方米，其中

超洁净实验室 260 平方米。实验室功能齐全、设施完备、仪

器先进，并已覆盖了主要海洋学科；实验室共有仪器设备

1000余件，主要包括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傅里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

仪、元素分析仪、流示细胞仪、液相色谱仪、ADCP、CTD、ROV

水下机器人、多波束测深仪、测扫声呐仪、磁力仪、无人机

等先进仪器设备。 

 
海洋环境综合实验楼 



 
海洋环境综合实验楼主要功能区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实验室（在建，建筑面积：6,734平方米） 



 

 



 
科研业务仪器设备 

海洋中心建有营口鲅鱼圈海冰雷达观测站、大连圆岛生

态站、盘锦海洋生态工作站、辽河在线监测站、三亚海洋生

态工作站等野外科学观测站。 



 
野外科学观测站分布示意图 

 
大连圆岛生态站 



科研业务能力 

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450 余项，其中，承担各类基金 28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2项，国家社科基金 1 项）。近

五年，发表 SCI/EI 学术论文 186篇、专著 37 部，荣获省部

级科奖 27 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8项、软件著作权 48项。 

作为国家级业务机构，海洋中心主要承担国家和地方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监测评价规划、法律法规制度、技术方案

等编制、行政许可与涉海督查技术支撑工作，负责管辖海域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组织、质量管理、方案编制、监测技

术规范与评价方法体系建设和业务培训工作，开展渤海和西

太平洋海洋环境专项监测工作、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系统

响应研究、海洋酸化等重大海洋环境问题研究工作。 

 



 

 
战略规划、政策理论研究 

海洋中心长期承担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调查监测数据库

建设和管理工作，空间范围覆盖全海域；数据量 1400 余万

条，结构化数据 1TB，非机构化数据 100TB，并已初步完成海

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平台整合并开展试运行。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技术支撑 

从 1998 年至今，参与极地大洋科学考察工作 30 余次，

系统地开展了极地大洋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微塑料、持久性

有毒有害新型污染物等研究工作。 



 
极地大洋科学考察 

海洋中心编制并颁布实施 52 项监测技术标准。其中，国

标《海洋监测规范》，7 个部分、共 135 项技术方法；行标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7 个部分、共 158项技术方法。 

 

 

 

 

    

规划与标准 

科技平台 

海洋中心拥有 4个重点实验室，其中，生态环境部重点

实验室 2 个：国家环境保护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和

国家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重点实验室，每年开放



基金资助百余万元；国家发改委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发改

委卫星遥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大连市重点实验室 1 个：

大连市藻毒素重点实验室。 

学术期刊 

海洋中心主办有学术期刊《海洋环境科学》，该刊创办

于 1982 年 2 月，是国内海洋环境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基础

性综合学术刊物之一，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海洋

学类和环境科学类核心期刊，是美国《化学文摘》（CA）、

《动物学记录》（ZR）和《剑桥科学文摘》（CSC）等十余家

国内外著名检索机构的来源期刊之一。 

 
《海洋环境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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