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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新进程
—

“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
成立

海洋生物技术是 以海洋生命科学为基 础
,

将海洋生物的组织
、

细胞和生命大分子(特

别是 D N A 和蛋白质等)的研究与工程学原理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性学科
。

海洋生物技术

是新兴的高新技术
,

它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
、

提

高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水平
。

在发展海洋水产养殖业
、

开发海洋生物代谢产物及保护海

洋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海洋生物技术兴起于 80 年代初
,

由于它的商品和社会意义相当深远
,

加之陆地资源

的开发利用 日趋极限
,

所以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海洋上
。

目前
,

美日等发达

国家竞相研究和开发
,

发展中国家也选择有限目标
,

急起直追
,

旨在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海

洋生物资源
,

从海洋中获得人类所必需的食物和药物等
。

发展速度 以美国为例
,

最近几

年
,

对海洋生物技术每年投资约 2 千万美元 ;成立了 150 多个海洋生物技术公司 ; 仅利用

生物技术生产的纯化学药品
,

年产值便达 80 亿美元左右
。

日本
、

西欧各国以及前苏联也

竞相投资
,

争夺技术上的制高点
。

我国人多地少
,

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

陆地农业将超负荷运转
。

所以发展海洋生物技

术
,

促进海洋农牧化进程已成为迫切的问题
。

目前
,

我 国在海洋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开

发发展较快
,

具有某些优势
,

相继攻克了海带
、

紫菜
、

海湾扇贝和对虾育苗技术
,

在海洋生

物资源增殖这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综合性的海洋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一向重视发展海洋生物技术
,

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
。

迄今已拥有一批致力于此研究的专家
、

学者
。

在微藻生物技术
、

藻类细胞工程
、

虾贝

类单性发育和多倍体诱导
、

转基 因鱼
、

免疫多糖的研究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的提取等方面均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其中
,

微藻生物技术和藻类细胞工程的研究成果已开始产业化 ; 海洋

动植物免疫多糖的研究在虾病防治方面也已开始向大面积推广过渡
。 、

为促进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

促使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同国

家
、

地方和产业部门的高新计划和产业化接轨 ; 同国际上相关高新技术接轨 ;开发海洋资

源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

于 1 9 9 3 年 3 月 26 日在青岛成

立了旨在加强该所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的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技术发

展中心
”。

有关领导和海洋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
、

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

副所长董金海研究

员主持会议的召开
。

所长秦蕴珊研究员宣布
“

中心
”

正式成立并发表讲话
。

秦所长指出
:

“

海洋生物技术发展中心是所长领导下的开放型的研究和发展实体
,

它愿与兄弟单 位 合

作
、

竞争
,

共同提高
,

为繁荣我国的海洋生物技术事业贡献力量
” 。

周百成研究员
、

张士璀

研究员分别为
“

中心
”

正副主任
。

聘任著名海洋生物学家
、

学部委员曾呈奎教授任
“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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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组组长
。

会上
,

周百成主任就
“
中心

”

的任务
、

性质
、

组织形式及近期工作目标等

作了报告
。

成立大会也是学术交流会
。

11 位专家
、

学者就 自己所开展的课题及研究领域的进展

和取得的成果进行 了交流
。

这些报告内容均具高
、

精
、

深并与现实生产力紧密结合的特

点
,

涉及海洋生物技术领域的各个方面
。

如著名的海洋藻类学家费修埂研究员所作关于
“ ;每藻苗种生物技术的现状与进展

”

的报告
,

详细地讨论了海洋苗种生物技术与苗种技术
、

海洋生物技术
、

海洋高技术之间的关系
,

说 明了海洋苗种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
、

生物工程

有着密切地联系
。

并着重阐明
,

对于海藻产量和规模居世界第一的中国
,

海藻苗种生物技

术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

张培军研究员的
“

鱼生长激素及其基因在水产养殖中应用

的研究
”

对增加海洋生物的体重
,

促进海洋鱼类的生长等
,

进而提高增养殖业的效益具有

重要意义
。

博士生王雷关于
“

海洋动植物中免疫多搪的研究进展
”

的报告和于富才副研究

员关于
“

海洋生物原性物质 c q 超临界研究
”

的报告是海洋无脊椎动物免疫研究中的 重

要课题
。

由于免疫多糖具有防治恶性肿瘤
、

冠心病
,

健身
,

抑制衰老作用和增强机体免疫

能力
,

因而
,

在国内外均引起极大重视
。

有人预言
“

在生化及药物领域中
,

今后数十年将是
多糖时代

” 。

目前
,

他们已成功地研制成子一种适用于虾病防治实践的 口服免疫多糖药

物
,

在中间试验中已取得了明显效果
。

青年学者林国明关于
“

温度和压力刺激诱导栉孔扇

贝
.

三倍体研究
”

已在实验室成功地诱导并培育出三倍体扇贝稚贝
,

这使获得生长快
、

品质

好的新品种栉孔扇贝
,

并使这一经济贝类产业化成为可能
。

博士生逢少军作了题为
“

裙带

菜单克隆无性繁殖系的培育及在育苗中的应用
”

的报告
。

裙带菜无性繁殖育苗法是近年

由海洋研究所应用细胞工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育苗法
。

同常规的室温 自然渡夏育苗法

相比
,

它具有周期短(比常规方法省 2 个月)
、

出苗齐
,

受杂藻危害轻
,

并且一年之中可以进

行多茬育苗和养殖等优点
,

从而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目前这一育苗法正逐步在生产中

推广应用
。

博士生刘旭东作的题为
“

虾贝和遗传操作技术的研究
”

的报告
,

阐明了生殖和

遗传操作对改造传统的虾贝养殖业的重要性
,

目前该研究已获得突破性进展
。

这些课题或具国内领先水平
,

或为国际先进水平
,

或为学科前沿
,

或为填补空白
,

更为

可贵的是
,

有的研究成果正在向生产转化
,

服务于社会
。

这些报告使与会专家耳 目一新
,

这些研究进行得踏实而有成效
,

充分显示了海洋所在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上的力量及前

途
,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时期海洋生物技术的作为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

最令人欣慰的是
,

在这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队伍中
,

中青年学者占 70 多 以上
,

显示出

了勃勃生机
。 “

中心
”

副主任是一位年仅 36 岁的海洋动物学研究员
。

11 位学术报告者中

有 7 位为 35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骨干和正在攻读学位的博士生
,

我们 已经看到
,

科学研究

上的代际转移
,

正在顺利进行
。

(王琳琳 孙佩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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