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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2019 年浙江省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7.34 亿元，人

员死亡（含失踪）2 人。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于前 10 年

（2009—2018 年，下同）平均值（11.73 亿元），死亡（含失踪）

人数低于前 10 年平均值（22 人）（详见图 1）。全年海洋灾害具体

情况如下： 

1.风暴潮：全省海域共发生风暴潮灾害 2 次，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约 87.25 亿元，无人员死亡（含失踪）。 

2.海浪：全省海域共发生灾害性海浪天数 46 天，灾害性海浪

引发事故 2 起，造成 1 艘船舶沉没，直接经济损失 900 万元，死

亡（含失踪）2 人。 

3.赤潮：全省海域共发现赤潮 22 次，累计面积 1 863 平方千

米，其中有毒、有害赤潮 4 次，累计面积 255 平方千米，未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4.海平面变化：2019 年浙江沿海海平面较常年平均值高 93

毫米，处于 1980 年以来第二高位，比 2018 年高 36 毫米。 

5.咸潮入侵：钱塘江 9—12 月发生咸潮入侵 6 次，影响天数

36 天。 

6.海岸侵蚀：2019 年全省重点岸段海岸线呈基本稳定状态。 

7.海啸：全省海域未发生海啸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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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9 年浙江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及死亡（含失踪）人数 

2019 年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多的是台州市，约为

45.97 亿元；其次是宁波市，约为 15.52 亿元；人员死亡（含失

踪）均发生在舟山海域，为 2 人（详见表 1）。 

表 1  2019 年沿海各市主要海洋灾害损失情况 

市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嘉兴 

风暴潮 0 0 

海浪 0 0 

舟山 

风暴潮 0 115 459.32 

海浪 2 900.00 

宁波 

风暴潮 0 155 223.45 

海浪 0 0 

台州 

风暴潮 0 459 651.50 

海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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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温州 

风暴潮 0 142 214.10 

海浪 0 0 

合计 2 873 448.37 

注：表中死亡（含失踪）人数、直接经济损失是在所辖陆域和海域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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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暴潮灾害 

（一）总体灾情 

2019 年浙江省发生两次台风风暴潮灾害，未发生温带风暴潮

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7.25 亿元，约为

前 10 年平均值（10.90 亿元）的 8 倍（见图 2），无人员死亡（含

失踪）。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由 1909“利奇马”台风风暴潮

和 1918“米娜”台风风暴潮造成，其中 1909“利奇马”台风风暴

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76.22 亿元，占全年风暴潮灾害总损失的

87.36%。 

 

图 2  2009—2019 年浙江省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及死亡（含失踪）人数 

2019 年风暴潮灾害损失最多的是台州市，直接经济损失为

45.97 亿元，占全省的 52.68%；其次是宁波市，直接经济损失为

15.52 亿元，占全省的 17.79%；温州市直接经济损失为 14.22 亿

元，占全省的 16.30%；舟山市直接经济损失为 11.55 亿元，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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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 13.23%（详见表 2）。 

表 2  2019 年沿海各市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 

风暴潮编号 市 

死亡 

（含失踪） 

人数 

（人） 

水产养殖损失 设施损毁 
直接经 

济损失 

（万元） 
受灾面积 

（公顷） 

海岸 

工程

（米） 

船只 

沉没 

（艘） 

船只 

损毁 

（艘） 

海洋观

测设施 

（处） 

1909“利奇马” 

舟山 0 307.13 1 247 0 0   8 30 048.50 

宁波 0 17 593.55 3 602 15 242   0 135 045.50 

台州 0 7 361.27 63 910 62 1 122  10 456 345.00 

温州 0 1 493.33 3 746 186 335   6 140 747.10 

1918“米娜” 

舟山 0 1 174.33 1 760 0 20   0 85 410.82 

宁波 0 6 372.21 450 0 9   0 20 177.95 

台州 0 425.89 0 0 67   0 3 306.50 

温州 0 53.40 0 0 6   0 1 467.00 

        总计 0 34 781.11 74 715 263 1 801  24 872 548.37 

 

 

 

 

 

 

影响浙江海域的热带气旋：受热带气旋影响，浙江近岸海域有效波高达到 2.5 米及以上，

或浙江近海海域有效波高达到 4 米及以上，则将此次热带气旋统计为影响浙江海域的热带气

旋。 

2019 年影响浙江海域有 6 个热带气旋，分别为 1905“丹娜丝”、1909“利奇马”、1911“白

鹿”、1913“玲玲”、1917“塔巴”和 1918“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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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风暴潮灾害 

1.1909“利奇马”台风风暴潮灾害 

“利奇马”于 8 月 4 日 14 时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上生成，6 日 02 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7 日 05 时加强为台风，7

日 17 时加强为强台风，7 日 23 时加强为超强台风，后一直维持

超强台风，10 日 01 时 45 分在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沿海以超强台

风级别（52 米/秒，930 百帕）登陆。 

“利奇马”影响期间，沿海观测到的最大风暴增水为 312 厘

米，发生在海门站。最高潮位达到橙色预警级别的有 1 个站，最

高潮位达到蓝色预警级别的共有 2 个站（详见表 3）。 

表 3  1909“利奇马”台风风暴潮最高潮位数据情况（基面：85 高程） 

站名 最高潮位（厘米） 最高潮位出现时间 达到的预警级别 

海门 480 8 月 10 日 02:15 橙色 

澉浦 458 8 月 9 日 19:20 蓝色 

镇海 230 8 月 9 日 18:11 蓝色 

受“利奇马”台风风暴潮和近岸浪的共同影响，全省水产养

殖受灾面积 2.68 万公顷，水产养殖损失产量 2.66 万吨，渔船沉没

263 艘，损毁 1 699 艘，码头损毁 3 248 米，防波堤损毁 487 米，

海堤、护岸损毁 68.77 千米，海洋观测设施损毁 24 处，直接经济

损失约 76.22 亿元，未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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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利奇马”台风嵊泗县网箱受损图  图 4 “利奇马”台风温岭市渔船受损图 

2.1918“米娜”台风风暴潮灾害 

“米娜”于 9 月 28 日 08 时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上生成，29 日 05 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29 日 17 时加强为台风，

10 月 1 日 20 时 30 分前后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沿海以强

热带风暴级别（30 米/秒，980 百帕）登陆。 

“米娜”影响期间，沿海观测到的最大风暴增水为 152 厘米，

发生在澉浦站。最高潮位达到橙色预警级别的共有 4 个站，最高

潮位达到黄色预警级别的共有 11 个站，最高潮位达到蓝色预警级

别的共有 5 个站（详见表 4）。 

表 4  1918“米娜”台风风暴潮最高潮位数据情况（基面：85 高程） 

站名 最高潮位（厘米） 最高潮位出现时间 达到的预警级别 

镇海 301 10 月 1 日 12:51 橙色 

乍浦 487 10 月 1 日 14:10 橙色 

坎门 416 10 月 1 日 09:39 橙色 

六横 306 10 月 1 日 11:29 橙色 

澉浦 583 10 月 1 日 14:40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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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最高潮位（厘米） 最高潮位出现时间 达到的预警级别 

健跳 425 10 月 1 日 10:30 黄色 

海门 419 10 月 1 日 10:17 黄色 

乌沙山 399 10 月 1 日 11:06 黄色 

石塘 381 10 月 1 日 09:50 黄色 

洞头 376 9 月 30 日 22:08 黄色 

石浦 359 10 月 1 日 10:00 黄色 

舟山 269 10 月 1 日 11:43 黄色 

岱山 268 10 月 1 日 12:10 黄色 

定海 259 10 月 1 日 12:05 黄色 

北仑 258 10 月 1 日 12:02 黄色 

沙港头 408 9 月 30 日 22:15 蓝色 

温州 408 9 月 30 日 22:55 蓝色 

瑞安 406 9 月 30 日 22:20 蓝色 

鳌江 388 9 月 30 日 21:45 蓝色 

石砰 356 9 月 30 日 22:29 蓝色 

受“米娜”台风风暴潮和近岸浪的共同影响，全省水产养殖

受灾面积 8 025.83 公顷，渔船损毁 102 艘，码头损毁 630 米，防

波堤损毁 430 米，海堤、护岸损毁 1 150 米，直接经济损失约 11.04

亿元，未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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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浪灾害  

2019 年影响浙江海域的灾害性海浪1的天数有 46 天，较前 10

年平均值（52 天）略偏少；灾害性海浪造成死亡（含失踪）2 人，

较前 10 年平均值（18 人）明显偏少（见图 5）。灾害性海浪达到

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警戒级别的天数分别为 4 天、3 天、4

天和 35 天。2019 年灾害性海浪天数出现最多的是 9 月，为 10 天；

其次是 8 月，为 8 天；6 月没有发生灾害性海浪。引发灾害性海

浪的原因：1—3 月和 11—12 月主要为冷空气；4—5 月主要为出

海气旋；7—10 月主要为热带气旋（见图 6）。 

 

图 5  2009—2019 年浙江省灾害性海浪天数和死亡（含失踪）人数 

 

 

 

                                                        
1
灾害性海浪是指海上有效波高达 4 米或 4 米以上的海浪。统计中包括近岸站点实况浪高≥2.5 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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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9 年浙江海域灾害性海浪天数逐月分布 

2019 年灾害性海浪引发事故 2 起，造成 1 艘船舶沉没，死亡

（含失踪）2 人，直接经济损失 900 万元。两起海浪灾害均发生

在舟山海域（详见表 5）。 

 

 

 

 

 

 

海浪警报分为Ⅰ、Ⅱ、Ⅲ、Ⅳ四级，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海浪红色警报：浙江近岸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6 米，或者 125°E 以西近海海域有

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14 米。 

海浪橙色警报：浙江近岸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4.5 米并且小于 6 米，或者 125°E

以西近海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9 米并且小于 14 米。 

海浪黄色警报：浙江近岸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3.5米并且小于 4.5米，或者125°E

以西近海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6 米并且小于 9 米。 

海浪蓝色警报：浙江近岸海域有效波高达到或超过 2.5 米并且小于 3.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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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浙江海域海浪灾害事故分布 

海域 
事故数量 

（起） 

船舶沉没 

（艘） 

死亡（失踪）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舟山海域 2 1 2    900 

宁波海域 0 0 0      0 

台州海域 0 0 0      0 

温州海域 0 0 0      0 

合计 2 1 2    900 

海浪灾害引发的事故情况如下： 

1.2019 年 9 月 3 日，“新安达 39”轮航行至鱼山测风塔西面

海域（概位：东经 121°59.4′，北纬 30°24.1′），因大风浪影响沉没，

船上 2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 

2.2019 年 9 月 5 日，“新瓯 21”轮途经舟山小板门水域（概

位：东经 122°36.8′，北纬 30°11.3′），因大风浪影响船舶大幅度倾

斜，导致 72 个集装箱落水，直接经济损失 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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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赤潮灾害 

2019年浙江沿海共发现赤潮 22次，累计面积 1 863平方千米，

其中有毒、有害赤潮 4 次，累计面积 255 平方千米，均未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与前 10 年平均值（21 次、2 074 平方千米）相比，

赤潮发现次数偏多，累计面积偏少（见图 7）。与 2018 年相比，

赤潮发现次数偏多，累计面积增加 794 平方千米，有毒、有害赤

潮累计面积增加 75 平方千米。 

2019年单次持续时间最长和单次面积最大的赤潮均是在 5月

9 日—6 月 11 日，温州南麂列岛至北麂列岛至洞头列岛以东海域

发现的赤潮过程，该赤潮过程持续时间共计 34 天，最大覆盖面积

800 平方千米，赤潮优势种类为东海原甲藻。 

 

图 7  2009—2019 年浙江省赤潮灾害累计面积及发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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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2019 年浙江海域赤潮发现情况分布 

海域 赤潮发现次数 
赤潮累计面积

（平方千米） 

有毒、有害赤潮

发现次数 

有毒、有害赤潮累计面积

（平方千米） 

舟山海域 9  587 0 0 

宁波海域 3  366 1 200 

台州海域 5   55 0 0 

温州海域 5  855 3 55 

合计 22 1 863 4 255 

2019 年舟山海域、宁波海域、台州海域、温州海域赤潮发现

次数分别为 9 次、3 次、5 次和 5 次。其中温州海域发现赤潮累计

面积最大，达到 855 平方千米，占总数的 45.89%；其次是舟山海

域587平方千米，占31.51%；宁波海域为366平方千米，占19.65%；

台州海域为 55 平方千米，占 2.95%（详见表 6）。 

2019 年有毒、有害赤潮过程的优势种为赤潮异弯藻和米氏凯

伦藻。全年共发现有毒、有害赤潮 4 次，累计面积 255 平方千米。

其中温州海域发现次数最多，为 3 次，累计面积 55 平方千米；宁

波海域累计面积最大，为 200 平方千米；舟山、台州海域未发现

有毒、有害赤潮（详见表 7）。 

2019 年共发现影响禁止类、限制类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赤潮

14 次，其中 2 次影响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4 次影

响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生态与资源恢复区和适度利用区，5 次影响

重要渔业海域，3 次影响重要滨海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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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9 年浙江海域有毒、有害赤潮发现情况 

发现时间 发现海域 
最大面积 

（平方千米） 
赤潮优势种 

4 月 21—23 日 温州苍南海域  40 赤潮异弯藻（有害） 

4 月 26—28 日 温州洞头海域  10 赤潮异弯藻（有害） 

5 月 15—28 日 宁波象山海域  200 

东海原甲藻（无毒） 

夜光藻（无毒） 

米氏凯伦藻（有害） 

6 月 11—14 日 温州苍南海域 5 赤潮异弯藻（有害） 

合计 

      20 

   1 856.8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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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平面变化 

1980—2019 年，浙江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见图 8），

平均上升速率为 3.5 毫米/年，略高于同期全国沿海平均海平面上

升速率（3.4 毫米/年）。2019 年浙江沿海海平面较常年1高 93 毫米，

处于 1980 年以来第二高位，比 2018 年高 36 毫米。 

 

图 8  1980—2019 年浙江沿海海平面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2019 年浙江沿海各月海平面波动较大。与常年同期相比，1

月、2 月、3 月、4 月和 7 月海平面分别高 102 毫米、99 毫米、107

毫米、109 毫米和 135 毫米，其中 3 月海平面为 1980 年以来同期

最高，2 月和 4 月海平面为 1980 年以来同期第二高；与 2018 年

同期相比，2 月、4 月和 10 月海平面分别上升 122 毫米、102 毫

米和 100 毫米，12 月海平面下降 113 毫米（见图 9）。 

                                                        
1
 依据全球海平面监测系统（GLOSS）的约定，将 1993-2011 年的平均海平面定为常年平均海平面（简称常

年）；该期间的月平均海平面定为常年月均海平面。浙江沿海海平面变化数据来源为大陈等 13 个沿海潮位

站多年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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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9 年浙江沿海月平均海平面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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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咸潮入侵 

2019 年浙江钱塘江水域监测到咸潮入侵 6 次，出现在 9—12

月（详见表 8）。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盐度累计超标时间 704.28

小时，影响天数 36 天。其中盐度最高的咸潮入侵过程发生于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监测到该次过程的

最高氯度值为 2 670 毫克/升；持续时间最长的咸潮入侵过程发生

于 10 月 13 日—10 月 20 日，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监测累计影

响时间 186.25 小时。 

表 8  2019 年杭州钱塘江水域有影响的咸潮入侵事件 

序号 发生时间 监测区域 
累计影响时间 

（小时） 

过程最高氯度

值（毫克/升） 

1  9 月 28 日—10 月 2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79.45 776  

2  10 月 13 日—10 月 20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186.25 1 020  

3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155.83 1 168  

4  11 月 12 日—11 月 17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123.25 1 100  

5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145.00 2 670  

11 月 26 日—11 月 30 日 钱塘江珊瑚沙水库取水口      — 305  

6  12 月 14 日—12 月 15 日 钱塘江南星水厂取水口 14.50 342  

注：“—”表示无观测数据。 

 

氯化物的含量是衡量水质是否受海水影响的重要指标。杭州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规定受咸潮影响，当南星水厂江水氯度超出150毫克/升时，赤山埠水厂在白塔岭泵房的

集水井氯度超出 200 毫克/升时，珊瑚沙取水口氯度超出 250 毫克/升时，上述取水口立即

停止取水。 

2019 年 9 月 29 日，千岛湖配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杭州城市供水格局从以钱塘江为主

的单一水源供应，转变为千岛湖、钱塘江等多水源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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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岸侵蚀 

2019 年根据对重点岸段的监测，全省海岸侵蚀不明显，基本

稳定。近年来舟山和温州的岸线演变较为缓慢，未出现明显侵蚀，

岸线稳定；历史上侵蚀严重的钱塘江河口海岸北岸尖山段经治江

围涂整治，岸线基本趋于稳定。 

2019 年舟山朱家尖大青山千沙海岸潮间带面积未出现明显

变化，岸线较为稳定，仅在西南岬有程度较轻、范围较小的下蚀

现象，同时部分滩面存在较小程度的淤积。普陀山千步沙海岸基

本稳定，仅存在人为因素导致的局部高程变化。朱家尖南沙海岸

岸线东、西侧有部分海岸侵蚀现象。舟山朱家尖东沙海岸有类似

侵蚀陡坎的发育。 

嘉兴海宁尖山岸滩滩涂海岸存在一定程度的淤积，护岸碎石

状态稳定。 

 

图 10 朱家尖大青山千沙岸段西南岬岸滩下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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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啸灾害 

2019 年全球大洋及我国周边海域共发生 41 次可能引发海啸

的海底地震。根据监测数据分析，其中仅有 3 次海底地震（详见

表 9）引发轻微局地海啸波动，这些海啸事件均未对浙江省产生

影响。浙江近岸海洋观测站也未观测到海啸波。与 2018 年相比，

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海底强震数量偏少，海啸灾害偏轻。 

2019 年海底地震源分布见图 11。 

 

图 11  2019 年海底地震源分布图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海底滑坡等引发并移行于海洋中的一系列具有超长

波长和中等周期的长重力波。在深海大洋，海啸波以每小时 800 公里以上的速度传播，但

波高却只有几十厘米或更小。当海啸波移近岸边浅水区时，波速会减慢，波高陡增，可形

成数米或更高的水墙。 

大部分海啸灾害都是由位于地震俯冲带的浅源地震（震源深度不足 70 千米）造成的，

矩震级一般大于 6.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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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9 年引发海啸的海底地震基本情况 

日期 海啸源位置 经纬度 
震级 

（级） 

6 月 16 日 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海域 

以北海域 

西经 178°03′，南纬 30°54′ 7.4 

6 月 18 日 日本本州西岸近海海域 

海域 

东经 139°28′，北纬 38°37′ 6.7 

11 月 15 日 
印度尼西亚马鲁古海北部

海域 
东经 126°25′，北纬 1°3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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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海洋防灾减灾大事记 

1 月，海洋卫星遥感浙江数据应用中心揭授牌仪式在浙江省

自然资源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主任

蒋兴伟、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黄志平出席仪式并致辞。 

4 月，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与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签订

合作备忘录， 深化在预警信息共享、发布渠道共享、预警联合发

布、人员技术交流、科研项目合作等领域的合作。 

宁波市海洋预报台首次在海洋防灾减灾项目中应用无人机探

测技术，在开展海洋灾害隐患区调查及整治、重点防御区划定项

目中首次投入使用无人机航拍协助开展三维立体图像探测。 

5 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杭州举行“5·12”全省海洋防灾

减灾日活动启动仪式暨 2018 年度浙江省海洋灾害公报发布会。相

关媒体发布信息共计 652 条，线上活动影响人次达 33.6 万人次。 

 6 月，全国第一家省级海洋预报网——“浙江海洋预报网”

（www.zjocean.org.cn）正式上线运行。网站首期推出灾害预警、

环境预报、滨海旅游、海洋渔业、台风路径、防灾减灾、海洋之

窗等七大板块。 

2019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浙江主场活动在温州洞

头举行，活动现场宣布 2019 年全省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正式启

动。 

7 月，浙江省 79 个海洋观测站点通过首批地方海洋观测站点

http://zjocea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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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国家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评估，纳网站点数量居全国首位。 

8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根据《浙江省防

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启动 1909 号“利奇马”台风Ⅰ级应急响

应。 

宁波市海洋预报台承建的“宁波舟山港潮汐潮流精细化预报

平台”项目通过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验收。 

9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根据《浙江省防

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启动 1918 号“米娜”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浙江省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座谈会在舟山召开，近年来浙江海

域海岛整治修复岸线近 18 公里，整治修复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0 月，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调研，听取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关于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

灾减灾、海洋生态预警和海洋卫星应用等各项业务工作情况汇报，

肯定省中心工作成果，并对今后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温州市洞头区蓝色海湾整治项目亮相 “伟大历程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充分展示我国

2010 年起启动海洋生态修复工程有效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沿海地区人居环境的重要成就。 

11 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杭州组织召开全省海洋灾害应急

防御三年行动年度成果审查会。截至 11 月，已完成 484 处隐患区

复核、一级隐患区整治和风暴潮重点防御县划定，建设 5 个海洋

综合减灾县（市、区）和 20 个综合减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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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浙江省地方标准《渔港防台风等级评估规程（DB33/T 

2231-2019）》正式批准发布。 

浙江省 2019 年度海洋测绘任务顺利完成，建立领海基线内全

部海域水下地形、滩涂、海岛礁地形和全省 460 千米深水海岸线

等要素的海洋地理信息数据库。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签署《关于共同加强

海洋渔业防灾减灾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

强信息共享，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面提升全省海洋渔业

防灾减灾水平。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浙江省海洋观测站点和资料管理办

法》，全面规范浙江省海洋观测站点的设立、调整、保护和海洋观

测资料的汇交、共享等管理。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对舟山的地方海洋站进行通讯

升级改造，加装北斗通讯设备，全面提升极端天气或突发状况下

的海洋站水文气象数据传输能力。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浙江海洋大学组织开展以“学知识、爱

海洋”为主题的第六届浙江省海洋知识创新竞赛海洋知识类总决

赛。至此，持续 4 个月的竞赛圆满落幕，期间吸引全省近 30 所高

校的 2 万多名大学生及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最终来自浙江海

洋大学、浙江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的三位选手获得进军全国总决

赛的 3 个省级推荐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