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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versi�ed technology,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has also obtained a more nove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nd source pollution and ship pollution in time by adopting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steady devel-
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marine supervis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step by 
step can we ensure that the country has a good and stabl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lated countermea-
sures of land-based pollution and ship pollu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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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元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海洋环境的保护也采取了更为新颖的方式，通过合理的应对方案，及时的解决陆源污染和船
舶污染等问题。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使得海洋监管工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只有逐步的强化监管的力度，才能保证国家拥有
良好且稳定的环境基础。本文将分析海洋环境中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的相关应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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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环境的保护问题非常重要，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等

较为严重，需要积极的关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较为科

学的措施加以干预，保证更好的维护相关工作的整体进程。

为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的整体质量，同时保证综合管控力度

进一步强化，需要在全面的解读海洋环境污染源的基础上，

针对于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等问题做出较为细致的讨论，由

此结合海洋的实际问题构建更为完善且科学的处理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适当的规避污染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1]。

2 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海洋是一个重要的水区域，应该对其环境保护问题给

予高度的重视，需要积极地关注其维护细节，保证其能够更

好的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采取适宜的手段发展

并推广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现阶段，较为常见的海洋环境

污染源重点涵盖着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及船舶污染。所谓的陆

源污染，重点是指的沿海地区较为常见的情况，通常是在经

过了污水处理后出现的问题；后者则是集中于海洋业务监管

方面。

2.1 陆源污染问题

近些年，陆源问题极为严重，其主要是发生在特定的区

域。在沿海地区每年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生活污水污染问题，

原因是临海区域的生活污水无节制的排放，加之工业废水量

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提升，甚至于已经超过了 60 亿吨这样令人

惊叹的数字，使得海洋环境管理的实际进展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也给后续任务的开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和污水排

放量加以对比，能够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排放量较大，另外

则是渤海以及南海海岸 [2]。出现陆源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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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不断地倾倒，有些部门落实的监管工作力度不足，直接

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开始将海洋视作“废物集中箱”，

以至于导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2.2 船舶污染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的当下，海洋环境管理

工作的开展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涉及到的海洋业务呈现出

稳步增长的趋势，特别是机动船的数量已经超出了 10 万艘，

每年经过港口的外籍船只也是数不胜数，甚至超出数万艘，

导致大量的油污废水逐渐的流入至海洋之中。如果是遭遇到

跑油事故，很容易加剧海洋污染的情况，给相关的治理工作

带来极大的困难。应该格外注意的是沿岸分布着多个油田，

在实际作业的过程中，标准化不足则会使得渗油问题严重，

威胁到海洋环境的维护和管理。

3 海洋环境陆源污染以及船舶污染的防治举措

为了稳步的提升海洋环境的整体质量，需要积极的关注

相关的污染问题，制定出较为有利的举措，确保海洋环境得

以净化，为生态环境做好可靠的保障。

图 1 海面漂浮垃圾类型数量分布

3.1 逐步的提升清洁生产的水平

在落实海洋环境监测的时候，应该清楚的了解陆源污染

和船舶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完善相关污染物的监管

机制，在宏观的层面上确保清洁生产逐步落实，进一步提升

国家产业调整的水平，促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在真正意义

上实现环保能源的合理运用 [3]。政府应该积极的强化相对于

系统的管控模式，保证引导着工业企业更好的前进，坚定着

新技术、新方法的管理进程，构建起以清洁能源为主的环保

型工业发展模式，促使相应的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国家还需

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展开合理的分析，构建起相对于科学企业

完善的监管机制，强化环境管理的基本力度，同时开展具体

的审查工作，积极的维护环境运行项目的检测，明确考核标

准的基本情况，整合出集约化的发展轨迹，对项目质量进一

步优化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适当的减少能源的消耗。

图 2 海滩垃圾类型数量分布

3.2 积极的完善排放管理体制

为更好的保护海洋环境，针对于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分析，结合着相关的源头加以考虑，探索出更符

合地区发展轨迹的排污管理细则，保证能够将工程项目更好

的与环保型理念相互融合，适当的控制排污量，将其压缩在

最小范围内，确保环境基本的承载力得到提升，环境的管控

实效也能更加明显。为了避免污染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需要

积极的落实海洋环境的防治目标。应该格外注意的是，某些

海洋工程项目在实际建设的时候未能关注水动力环境，忽视

了对整个项目周边的环境加以保护，以至于造成了极为严重

的污染 [4]。要求相关的部门积极的落实具体的工作，结合着

产业体系发展的情况，明确工业的基本结构和布局，实现较

为科学的统筹管理，保证在选址的过程中以科学依据为准。

3.3 注重工业污染防控力度的提高

近些年，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工业产业发展速

度较快，相关的部门应该积极的关注这一局面，构建起更为

完善且系统的沿海工业污染监管体系 [5]。一方面，应该针对

于产品的结构和产业的发展模式做出科学化的调整，及时的

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管理体制，逐步的向着精细化管理指标发

展，积极的推进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另外，还需要关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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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实际防控进展，整合相对于完善的清洁生产流程，借助

于较为科学的技术手段，使得资源实现有效再利用。各级政

府以及相关的部门需要及时的分析沿海产业的发展情况，针

对于相关的企业落实环境监督工作，积极的进行定期的抽检，

确保完成相对于科学的评价，稳步的推进排污工作，控制污

染物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基本排放量，确保监管工作能

够在细节上逐一落实到实处。

3.4 进一步优化城市污染防治方案

重视沿海城市的整体进程，同时关注其发展的轨迹，如

果在发展过程中，使得海洋环境承担的压力较大，需要采取

一定的措施进行干预，避免其危害到海洋环境。为了进一步

落实海洋环境相关污染的治理工作，需要进一步梳理城镇规

划，以免出现不科学的规划模型，影响到相关工作的进程。

还需要积极的推进城镇绿化建设的水平，促使湿地管理工序

有条不紊的展开，给污水排放工作做好基础，提升污水处理

的基本能力，实现可靠发展平台的构建 [6]。

3.5 适当完善部门联合监督体系

在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不管是陆源污染还是船舶污染，

都是非常重要的管理问题，应该在细节方面加以分析，明确

其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确定更为可靠的解决对策，保证

管理时效性稳步提升。应该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深入探讨，积

极的完善多个职能部门的联动体系，实现较为科学的管控模

式的构建，保证更加稳步的落实污染监管工作，构建有效的

信息共享平台，使得工作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4 结语

在海洋环境管理工作中，防治工作的整体进程需要相关

体制的维护，因此应该重视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的完善，保

证其更好的服务于海洋环境管理工作。在明确了具体的污染

源之后，还需要结合着实际的情况构建起科学的管控方案，

这样能够确保环境的整体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使经济

效益及环保效益实现共赢。希望通过本文的概述，能够为海

洋环境的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借鉴，为生态环境保护做

出应有的贡献，在后续开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时候，

结合着相关的举措展开合理的分析，将其付诸于实践，检测

其实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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