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海洋大讲堂”记录表 

主讲题目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及应用 

主讲嘉宾 赵宇梅 正高级工程师 活动序号 总第 92 讲 

活动地点 
珠海校区海琴 3 号 C507、 

南校园逸夫楼艺 208 
活动时间 2022 年 9 月 23 日 19:00-20:30 

学生参与情况（参与学生人数、年级、专业、学院，学生兴趣、参与度等）： 

海洋科学学院 2019、2020、2021、2022 级本科生，线下参与人数约 120 人。 

内容摘要（主讲的大致内容、学生提问与互动情况等）： 

9 月 23 日晚，“海洋技术发展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三场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3 号

楼 C507 和南校园逸夫楼艺 208 举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海洋装备技术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赵宇梅作题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及应用”的讲座，本次讲座由艾彬副

教授主持。 

赵宇梅老师首先介绍了海洋的八大典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特点和全球分布，包括红

树林、海草床、牡蛎礁等。随后，她解释了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及意义，其具体内

容包括通用检测项目如温盐浊度、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生态系统功能和特定人类活动的指

标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的标准体系仍有待改进的地方，仍有多部体系处于在建

状态。   

赵老师还重点介绍了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监测装备、在线监测平台的发展及应用情

况，并以天津永定新河口生态监测应用为例，介绍了我国现有的不同的监测方法，如在线

监测、人工监测和遥感监测等。 

 

【主讲人简介】 

赵宇梅，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海洋装备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海洋

传感器研发、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及生态修复区跟踪监测工作。在加拿大 Bedford 海洋研究

所作为期一年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开展海水高精度 pH 传感器研发工作，参与拉博拉多海

域海洋酸化航次监测和调查工作。多次承担国家海洋 863 计划海洋生态监测传感器项目，

首次解决了海水负二价硫现场实时监测；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对碳中和重要参数海洋

pH 传感器开展长期连续监测时漂特性与测量精度分析；主持天津市科技兴海项目“渤海湾

海洋酸化评估与监测示范工程”，在渤海湾全海域建立监控系统，初步建立渤海湾海洋污染

物对近岸海域海洋酸化变化趋势的相互作用；主持参与永定新河河口生态系统自动观测站

建设及升级改造工作，获取永定新河入海口海水水质状况特征参数的实时监测数据。主持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保护修复区观测站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实时跟踪监测中新天津生态

城临海新城生态修复工程后环境变化及其对周边海域的影响。作为执笔人和海洋相关单位

共同编写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方案海洋专题内容，第一版调查监测体系方案已由自然资

源部对外发布。 

参与老师：艾彬、林玮等 

  记录人：  林 玮   

 2022 年 9 月 23 日 

备注： 

 

 

 

 

 

 

 

 

 

 

 

 

 

 

 

 

 

 

 

 

 

 

 

 

 

 

 

 

 

 



 

主讲人分享报告 

 

 

珠海校区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