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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3年，首次发现了我国沿岸海域赤潮的发生；20世纪50年代，赤潮逐渐增多；从1977年至今，
每年均有赤潮发生。
1986-1993年，赤潮出现了小高峰；2001年后，进入了高发期。
赤潮高发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口、渤海湾、辽东湾和珠江口海域。
赤潮是目前我国最突出的海洋生态灾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
等，先后资助了赤潮监测、预警和发生机制等的研究。
2004年起，国家海洋局在全国沿岸赤潮易发海域，先后建立了赤潮监控区，对及时发现赤潮和减轻赤
潮灾害损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908专项）（908-01-ZH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
）（2010CB428706）、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08FY2306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876055）、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业务化平台等资助下，对我国赤潮灾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及评价研究。
《中国赤潮灾害调查与评价（1933-2009）》集成上述研究成果，翔实地阐述了我国近岸海域赤潮发生
事件、海域富营养化与赤潮相关性、赤潮监控区生态状况、甲藻孢囊和赤潮毒素种类与分布等，为促
进我国赤潮研究，有效监测和预警赤潮，减轻和防治赤潮灾害积累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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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等，先后资
助了赤潮监测、预警和发生机制等的研究。
2004年起，国家海洋局在全国沿岸赤潮易发海域，先后建立了赤潮监控区，对及时发现赤潮和减轻赤
潮灾害损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908专项)(908-01-ZH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
划)(2010CB428706)、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08FY2306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876055)、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业务化平台等资助下，对我国赤潮灾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及评价研究。
梁玉波主编的《中国赤潮灾害调查与评价(1933-2009)(精)》集成上述研究成果，翔实地阐述了我国近
岸海域赤潮发生事件、海域富营养化与赤潮相关性、赤潮监控区生态状况、甲藻孢囊和赤潮毒素种类
与分布等，为促进我国赤潮研究，有效监测和预警赤潮，减轻和防治赤潮灾害积累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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