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略海洋手抄报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
(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经略海洋手抄报篇一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修订根据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
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
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
洋环境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海域污染的，也适用本法。

第三条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确定主



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
数量。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四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
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五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
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
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
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全国防治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
保护工作。

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
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
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
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
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参与调查处理。

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
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
污染事故。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
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



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章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第六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拟定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报国务院
批准。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国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
科学合理地使用海域。

第七条国家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制定全国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
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毗邻重点海域的有关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行
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
合作组织，负责实施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
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第八条跨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有关沿海地方人民政
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跨部门的重大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协调;协调未能解决的，由国务院作出决定。

第九条国家根据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
制定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
规定和本行政区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确定海洋环境保护
的目标和任务，并纳入人民政府工作计划，按相应的海洋环



境质量标准实施管理。

第十条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应当将国家和
地方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在国家建立并实
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重点海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
还应当将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作为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排污费。

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倾倒费。

根据本法规定征收的排污费、倾倒费，必须用于海洋环境污
染的整治，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二条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
完成污染物排放削减任务的，或者造成海洋环境严重污染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十三条国家加强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科学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
实行淘汰制度。

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
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第十四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环境监测、监视规
范和标准，管理全国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制定具
体的实施办法，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监视
网络，定期评价海洋环境质量，发布海洋巡航监视通报。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分别负责各自



所辖水域的监测、监视。

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的分工，分别负责对
入海河口、主要排污口的监测。

第十五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提供编制全国环境质量公报所必需的海洋环境监测资料。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有关部门提供与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有关的资料。

第十六条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环境监测、
监视信息管理制度，负责管理海洋综合信息系统，为海洋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提供服务。

第十七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向可能受到危害者通报，并向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
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近岸海域的环境受
到严重污染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十八条国家根据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需要，制定国家重大
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计划，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船舶重大海上溢油污染
事故应急计划，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可能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
的规定，制定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发生重大海上污
染事故时，必须按照应急计划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十九条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
在海上实行联合执法，在巡航监视中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
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时，应当予以制止并调查取证，必要时
有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并报告有关主管
部门处理。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
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海洋生态保护

第二十条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
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
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
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
自然景观。

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
进行整治和恢复。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
护海洋生态的需要，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二条凡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
区：

(二)海洋生物物种高度丰富的区域，或者珍稀、濒危海洋生
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

(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滨海湿地、入
海河口和海湾等;

(四)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所在区域;

(五)其他需要予以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二十三条凡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
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可以建立海洋特别保
护区，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

第二十四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
布局，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第二十五条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应当进行科学论证，避免
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第二十六条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的资源，应当采取严格的生
态保护措施，不得造成海岛地形、岸滩、植被以及海岛周围
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二十七条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的
特点，建设海岸防护设施、沿海防护林、沿海城镇园林和绿
地，对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地区进行综合治理。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设施、沿海防护林、沿海城镇园林和绿地。

第二十八条国家鼓励发展生态渔业建设，推广多种生态渔业
生产方式，改善海洋生态状况。



新建、改建、扩建海水养殖场，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海水养殖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并应当合理投饵、施肥，
正确使用药物，防止造成海洋环境的污染。

第四章防治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九条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第三十条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
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设置入海排污口之前，必须征
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
见。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
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新建排污口。

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将排污口深海设置，实行离岸排放。
设置陆源污染物深海离岸排放排污口，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
划、海水动力条件和海底工程设施的有关情况确定，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污染防治有关法律的规定，
加强入海河流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的水质处于良好
状态。

第三十二条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陆源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
作业条件下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



治海洋环境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和资料。

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及
时申报。

拆除或者闲置陆源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征得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三条禁止向海域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
高、中水平放射性废水。

严格限制向海域排放低水平放射性废水;确需排放的，必须严
格执行国家辐射防护规定。

严格控制向海域排放含有不易降解的有机物和重金属的废水。

第三十四条含病原体的医疗污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必须
经过处理，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后，方能排入海域。

第三十五条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应
当严格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
放。

第三十六条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邻近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避免热污
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三十七条沿海农田、林场施用化学农药，必须执行国家农
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沿海农田、林场应当合理使用化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三十八条在岸滩弃置、堆放和处理尾矿、矿渣、煤灰渣、
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禁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转移危险废物。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事
先取得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

第四十条沿海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
有计划地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强城市污水的综合整治。

建设污水海洋处置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大气
层或者通过大气层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第五章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四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遵守
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并把防治污染所需
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在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
水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
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

第四十三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必须在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阶段，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
会条件，合理选址，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
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
见。

第四十四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环
境保护设施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经验收不
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四十五条禁止在沿海陆域内新建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化
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制革、电镀、酿造、炼油、岸边
冲滩拆船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工业生产项目。

第四十六条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和海洋水
产资源。

严格限制在海岸采挖砂石。露天开采海滨砂矿和从岸上打井
开采海底矿产资源，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海洋环境。

第六章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

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四十七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
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准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
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八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环境保
护设施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
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事先征得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的同意。

第四十九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含超标准放射性物
质或者易溶出有毒有害物质的材料。

第五十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爆破作业时，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海洋资源。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及输油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溢油事故的发生。

第五十一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含油污
水和油性混合物，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残油、废油必须
予以回收，不得排放入海。经回收处理后排放的，其含油量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钻井所使用的油基泥浆和其他有毒复合泥浆不得排放入海。
水基泥浆和无毒复合泥浆及钻屑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第五十二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及其有关
海上设施，不得向海域处置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他工业
垃圾，不得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第五十三条海上试油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油和油性
混合物不得排放入海。

第五十四条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按有关规定编制溢油应
急计划，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海区派出机构备案。

第七章防治倾倒废弃物对



经略海洋手抄报篇二

今天是初四，天气阴沉沉的，但难得没下雨。按预定计划，
我们一早就驾车赶往石塘镇，准备坐船出海打渔。

在离大海不远处，一股夹带着咸味的海风朝我迎面吹来，我
深吸了一口大海的味道。片刻之后，混混的一望无际的大海
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和我想象中蔚蓝的大海完全不一样。
小快艇把我们从岸上送到停泊在海中的渔船上。这艘船可真
大啊，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面一层是马达及一些机械设备，
中层是船员们休息、撒网、收网的地方，上层是驾驶舱和一
个观景台。

船往前开了一段后，船老大宣布：“准备撒网。”一开始我
以为是自己撒网的，可出乎我的想象，都是机械化操作的，
只要一按按钮就撒网了，这让我有点小失望。乘着网撒下去
的时间，我来到驾驶舱，体验了一下掌舵的感觉，那一刻感
觉自己很威武，好像自己就是船长，正驾驶着大船远航，可
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约半小时后收网了，我赶紧跑去看，
打上来的有活蹦乱跳的小黄鱼、跳跳鱼，张牙舞爪的章鱼等，
还有向我挥动着小钳子的虾和蟹，它们仿佛在向我抗议：不
应该让它们离开家园。我们收获的海产品虽然数量不少，但
个头都不大。我把较小的鱼、虾、蟹重新丢回大海，让它们
回到妈妈的怀抱。

打渔结束我们又坐小快艇回到岸上。这次的体验活动使我又
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亲自感受了一下是怎样打渔的，担心
的是听到大人们在说：“近海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
少。”这都是人们对大自然做了过度的索取。还好现在已经
意识到了严重性，开始保护了。比如每年都有休渔期，就是
给海洋生物一个生长周期。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员，保护海
洋人人有责。

海洋环境的心得体会



经略海洋手抄报篇三

这学期，学校发了一本新书名字叫《走向海洋》，老师告诉
我们这本书将伴随我们两年的时光，我不仅好奇是一本什么
样的书能陪伴我们这么久呢？回到家就忍不住赶紧读了起来。

虽然我没有真正的看到过大海，课文中我们也只学到了海底
世界，可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接触到海洋，
例如大家都爱吃的海鲜，爷爷奶奶吃的鱼油，医生用的药物
等等，无不于海洋有关。由于人类的需求和贪婪，海洋的开
发和利用将会越来越严重，就像我们对环境是一样的，只知
道索取不知道保护，导致海洋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就像
作者写到的“全球的海洋是想通的，人类的利益是共同的”，
如果我们再不注意保护这些对我们有益的事物，那么人类就
真的有生存危机了。

你希望看到蔚蓝的大海吗？你喜欢大海里的生物吗？你喜欢
鲜美的海鲜吗？你喜欢一切与海洋有关的事物吗？我知道你
们的回答会和我一样，是喜欢。那么，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高歌，与海洋同行。

经略海洋手抄报篇四

学习海洋课程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对于我而言，
海洋是一个神秘而广阔的世界，它拥有许多奇特和各种各样
的生物和植物，同时还承担着调节全球气候的重要任务。这
门课程已经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海洋的窗口，让我认识到自
然界的偉大和人类对其造成的影响。

第二段：了解海洋的重要性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之一。它们统治着
地球表面的70％，涵盖了地球的底层，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形式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源。此外，海洋还为全球经济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使得许多人从中受益。因此，了解海洋的重
要性是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

第三段：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

尽管海洋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点，但由于人类的不合理行为，
如产生污染和浪费，我们正在破坏这个宝贵资源。随着人口
的增长，我们生产的垃圾和废物数量也在增加，而这些垃圾
和废物无处可去，最终只能进入海洋。由于这些污染物会对
水生生物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遏
制这种破坏。

第四段：加强海洋保护意识

为了保护我们的海洋资源，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需要每个
人都积极参与。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尽可能减少造
成海洋污染的活动，如合理处置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
袋和管道等等。此外，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是很有
必要的，透过学习海洋科学，可以有效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从而为更好地维护海洋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海洋课程不仅让我了解到海洋的偉大和美丽，还
教会了我如何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保护环境不仅是我们作
为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能够
享受和使用我们的自然环境。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保护
和维护海洋的健康，让它继续为我们和行星服务。

经略海洋手抄报篇五

我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发下来一本书，名叫《走向海
洋》，这本书一直放在家里，没有时间看。直到暑假在家闲
着没事做的时候，才随手拿起这本书翻了翻，不看不知道，



一看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海洋有这么神奇u我不禁仔细阅读起
来。

原来我对海洋一无所知，现在我知道海洋的总面积有17968万
平方千米，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万多个岛屿呢，是世界第一大
洋哦！大西洋是世界上第二大洋，原来还有人称它为“流动
的哑铃”。它的面积药为9337万平方千米。印度洋，是最年
轻的大洋，面积约为7492万平方千米，它的地质结构极为复
杂的大洋。“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海洋上哦！
北冰洋，是“四大洋”中面积最小的，才有1310平方千米，
而且被冰覆盖，严寒且环境恶劣，人们对它的了解不多。

海洋的知识真丰富，海洋的资源更是无穷无尽，我一定要好
好读书，保卫我们的领海，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