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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作为现代化海洋环境监测的主要手段,在实时性、连续性以及精度方面

具有较大的优势。该技术利用集成传感器、数据采集等方式可以对海洋环境的各种参数进行全方位地

监测。本文主要分析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的核心技术以及具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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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means of modern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real-time, continuity and accuracy. The technology can 

monitor various parameter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integrated sensors and data collec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re components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Marin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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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对全球气候以及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在人类活动频繁的今天,海洋环

境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为更好地掌握海洋环境信息,对海洋

生态系统进行实时的监测,需要重视海洋监测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传统的监测方式主要是通过人工采样和实地测量,完成参数

的收集,该种方式的成本较高、工作效率低,同时具有较大的局

限性。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借助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以及

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对海洋参数信息进行自动化的收集和分析,

挖掘数据价值,为生态环境的监测以及环境保护决策的提出提

供数据支持。为此,应明确海洋在线监测技术的优势以及具体的

应用。 

1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概述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是指利用各种先进的监测设备和传

感器,通过网络实时地对海洋环境参数进行监测和采集,将采集

的数据信息传输到监测控制中心,通过分析处理,实现对海洋生

态变化情况信息的收集和监测,并提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内容,

可以用于海洋科学的研究等多个方面。该技术的特点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时性强,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可以实

现对海洋生态参数实时、连续地监测和采集,并在第一时间传输

到监测中心,让科研和技术人员可以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变化

情况[1]。二是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具有较高的精准性,在应用

该技术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在线监测设备以及传感器设备等,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设备的精度和可靠性也在不断升

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以得到保证。三是自动化程度高,应用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时使用相关设备能够实现自动化监测,

可以有效降低人工采取和干预中存在的失误问题,同时数据处

理工作也较为及时。 

2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的核心技术 

2.1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技术是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的核心内容之一,能

够实现对海洋生态参数,包括温度、溶解度、pH值、营养盐含量

等,这些参数可以用于海洋生态健康情况、海洋灾害预防等方面

的研究。目前在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时使用的传感器主要包括以

下几种,一是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海洋的水温,获取的数据信息

可以对海洋的热状况以及海洋环流进行分析；二是盐度传感器

测量海水中的盐度,能够反映出水体的成分和密度,该参数直接

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2]；三是溶解氧传感器,

监测海水中溶解氧的含量,是评估海洋生物系统呼吸作用以及

光合作用情况的关键指标；四是营养盐传感器,测量海水中氮、

磷等营养盐的含量,对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营养循环

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的传感器设备可以实现在复杂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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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监测,准确性也有所保证,现阶段技术发展的方向是进一步

提高传感器的稳定性、寿命、降低设备的使用成本等。在传感

器技术实际应用中,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监测的具体的范围、参数

要求等信息设置多个传感器阵列,以便同时获取多个区域的参

数信息。 

2.2数据采集和传输技术 

数据采集和传输技术在海洋生态在线监测中主要负责将传

感器设备采集到的数据内容传输到监测中心。数据采集技术具

备数据读取、存储和预处理的功能,融合嵌入式技术方法,将数

据采集模块集成在传感器内部从而完成数据的采集工作,预处

理功能则包括数据校验、数据压缩等,可以保证在传输过程中数

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根据海洋生态在线监测对数据信息

传输距离和传输速度的要求,可以将数据传输技术分成有线传

输和无线传输,其中有线传输主要是依靠海底电缆以及光纤等

物理介质,传播速度较快、稳定性强,但传输距离较短,在物理介

质的铺设方面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无线传输则主要是利用电

磁波,包括卫星通信以及无线电波等,传输距离较远、灵活性强,

但会受到天气、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2.3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数据处理和分析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应用中的关键环节,

在实际监测中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通过对数据信

息的解读和分析,挖掘信息中的规律,进一步对海洋生态进行分

析以及变化情况的预测。该技术在应用中,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需要经过数据清洗、去噪、插补以及压缩等过程,去除

数据中的无效信息内容,保证数据质量,减少数据受到的噪声干

扰,由于海洋生态情况较为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需

要通过插补的方式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保障数据信息的完

整性。其次是数据特征的提取,该环节是在原始数据中提取出可

以反映海生态系统特征和规律的信息内容,并将数据转化为容

易理解和分析的形式,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奠定基础。接下来要进

行数据分析和建模,在过程中需要融合统计学、数据挖掘等领域

的知识内容,并对数据信息进行预处理,分析海洋生态环境系统

的规律,对不同区域的海洋生态类型进行识别。最后,在获取分

析结果之后,需要将结果内容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技术

人员可以直观理解数据分析结果,将其应用在具体的科研、决

策中。 

2.4监测系统集成和管理技术 

监测系统集成和管理技术在海洋生态在线监测中可以实现

数据处理与分析的统一管理。目前在海洋生态监测中需要使用

大量的监测设备,应用系统集成的方式,将各个设备统一到一个

监测平台上,从而进行数据的集中采集和传输,该种方式更能保

证监测系统的效率和信息的准确性。为保证海洋生态监测工作

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运用系统管理实现对监测系统的维护,实现

对设备的维护、升级和更新,并自动完成信息数据的备份和恢复,

减少数据信息损坏和信息丢失问题的出现[3]。此外,在海洋生态

在线监测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还需要充分发挥远程监控和故障

排查功能的作用,其中远程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对监测系统运行

以及数据采集情况的实时监测,维护生态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故障排查则可以对监测系统中出现的故障问题进行警报,确定

具体的位置信息,通过自动化恢复以及人工修复的方式解决故

障问题。 

3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 

3.1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应用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目前已经被应用在科学研究领域,

在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以及海洋化学等领域,海洋生态在线

监测技术都可以为其提供数据信息支持。一是对生态系统进行

动态化的监测,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提供的参数信息可以帮

助科研人员分析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情况,维护生物的多样性,

同时也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分析海洋中的食物链关系,在此基础

上进行生态系统变化规律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对人类活动造成

生态系统影响进行分析。例如,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海洋生态系

统预警、新技术应用、制度建设、产品发布等重点工作,对海

洋生态预警监测能力提升工作方案进行完善,并在现有海洋

生态预警监测任务的基础上,开展岸基自动监测、生态浮标监

测、坐底式监测、船载自动监测、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等

新技术示范应用,从而实现监测水平的提升[4]。二是对海洋灾

害进行预测和预警,目前常见的海洋灾害包括赤潮、绿潮等,

对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威胁,海洋生

态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及时发现海洋中的异常情况,例

如,如果海水的温度突然升高、营养盐浓度增加可能会出现灾

害问题,通过对数据的监测可以实现对灾害的预警,为灾害治

理提供预测信息。三是分析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借助海洋生态

在线监测技术可以对海洋中的生物种类、数量以及分布情况

等信息进行获取,利用这些数据内容可以对生物多样性的发

展趋势进行预测。 

3.2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应用 

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和管理一直是海洋监测的主

要目的之一,一是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作为经济支柱,油气资

源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可以对海

洋油气田的地质环境、流体性质以及储层特征等信息进行获

取和分析,在资源开采的过程中,也可以随时保持监测,提高

油气资源开采的安全性。二是渔业资源的开发,渔业资源的种

类、数量、分布和迁徙等信息对发展沿海渔业至关重要,在应

用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时,不仅需要信息的收集,同时也要

对渔业资源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科学进行渔业

建设的规划。 

3.3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 

海洋环境的保护一直是生态建设以及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

工作,目前我国近岸海域海水盐度、溶解氧、酸碱度和化学需氧

量无明显变化,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有所下降,浮游动植物、大

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总体保持稳定,受全球变暖影

响,2023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偏高0.8摄氏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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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对24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开展了监测,7处呈

健康状态,17处呈亚健康状态,无不健康状态,近年采取的海洋

环境管理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环境的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

的应用可以对海洋环境中的细微变化进行探测,分析潜在的

环境风险问题,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5]。此

外,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也被应用在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评估工作中,形成生态健康报告,为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

提供支持。 

3.4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在决策支持方面的应用 

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应用不仅是海洋生态以及资源的管

理和维护,同时也需要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海洋管理和

可持续建设方面提供数据依据。首先,基于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

术获取的数据信息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充分了解海洋生态

系统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保证政策内容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后续也需要根据监测数据对政策方向进行适当的调整[6]。

其次,将监测数据应用在海洋生态保护宣传以及环境教育工作

中,定期公开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获取的数据内容,让公众了

解海洋环境的现状和问题,从而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的保护活

动中。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海洋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海洋生态环

境进行持续性的监测和数据分析,传统的监测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现阶段的需求,应积极应用海洋生态在线监测技术,借助信息

化的监测系统平台以及现代化的监测设备,实现海洋生态信息

的获取,保证信息数据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并将海洋生

态在线监测技术应用在具体的研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

域中,促进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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