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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高新技术研究

李桂香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

开发海洋生物资源
,

是为
“

饥饿
”

世界

解决食物 问题的必然途径
,

而高新技术则是

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重要手段
。

为此
,

世界

各海洋大国都把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高新技

术研究
,

视为 2 1世纪海洋经济腾飞的希望
,

相继建立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开发中心
,

制定

开发计划
,

投入大量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进

行高新技术研究
,

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

( 1 ) 海水增养殖技术研究
。

这 是 海洋

农牧化的技术保障
,

有新苗种培育
、

高效低

成本配合饵料
、

病害防治
、

以及生物能源和

营养物质综合开发利用等研究项 目
。

¹ 基因

工程育种
,

通过把生长激 素 基 因
、

抗 冻基

因
,

以及抗盐基 因等人为地转移和重新组合

生物遗传物质D N A 中的基因
,

达 到 改 变或

创造适合人类需要的新 海洋生物
; º 细胞工

程育种
,

通过移植染色体或细胞核
,

或者把

两个细胞融在一起的方法
,

来 培 育 新 的细

胞
,

这是海水增养殖 中性别控制及单倍体和

多倍体育种的一个重要而实用的细胞育种方

法
。

现已利用这种方法
,

培育成个体较大的

全雌鱿鱼
、

对虾
、

全雄罗非鱼等
。

( 2 ) 海洋生物 代谢研究
。

直接 对 采集

的海洋生物进行提纯
,

并分离出有关基 因
,

通过重组 D N A技术把有关基 因转移 到 微生

物中
,

进行工厂化的大量生产
。

¹ 海洋生物

药用研究
,

开展抗癌和抗心血管病的海洋药

物及 海洋生物毒素提取技术研究
,

如海马
、

海龙等名贵药材
,

以及含上百种生物活性物

的海绵
,

其结构特殊
,

是强效抗菌
、

抗病毒

及抗癌的活性物 ; º 海洋生物工业用生化物

研究
,

海洋中多糖类胡罗 卜素及一些特殊化

合物
,

具有稳定性
、

胶粘性
、

吸附性和防水

性的特点
,

所以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广泛

的工业用途
。

( 3 ) 海洋污染物的 生 物 降 解 治 理研

究
。

海洋环境正 日益遭受着 工 业 废 物
、

废

水
、

放射 物
、

海洋生物毒素
、

过量的氮素及

石油溢流等严重污染
,

而人工合成高分子化

合物
、

卤化物又难于分解
,

所以需要研究一

种
“

超级菌
” ,

来降解治理这些污染物
。

( 4 ) 建立海洋生物利用系统和 辅 助系

统的研究
。

包括大规模增养殖新技术和生产

系统
,

有关传感器和遥测
、

控制技术
,

以及

特殊环境的 ( 深海 ) 采集系统
。

一
、

国外研究概况

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的高新技术
,

是世

界新技术革命的热点
,

亦是 当前 国际竞争的

焦点之一
。

8G 年代 以 来
,

美 国
、

日本
、

法

国
、

挪威
、

英国等 都 做 了 大 量 的 研 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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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在美国
,

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高新技术

发展很快
, 1 9 8 7年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海

洋科学分会制定了海洋生物技术计划
,

决定

每年拨款 8 50 万美元
,

用于 研究同海洋增养殖

和国防有关的高新技术
; 马里兰大学成立了

生物工程研究所
,

下设海洋生物工程研究中

心
,

每年经费为 3 20 0 万美元
。

1 9 8 8年
,

投资

80 。万美元
,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立 了 海洋

生物技术中心
,

开展遗传工程
、

生 物化学
、

生物物理和海洋药物学的 研究
。

目前
,

美国

还出现从事海洋生物技术开发的公司
,

如加

利福尼亚州 的海洋遗传公司
、

新泽西州的海

洋药物公司
,

以及生物探子公司等
。

目前
,

美国的研究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
。

在 日本
, 1 9 86 年

,

科技厅开始执行为 期

5年的深海微生物研究和开发
,

通产 省 制定

了为期 10 年的海洋生物开发计划
。

1 9 8 8年
,

通产省拨款 1亿美元
,

建立了工业利 用 海洋

生物技术中心
,

开展生理活性物质
、

海洋净

化功能
、

高功能化学品制造方法的研究
,

并应

用重组 D N A 技术进行鱼类 育 种
。

目 前
,

在

日本不仅大学和研究所集中一批优秀科学家

从事研究这类高新技术
,

而且许多大公司都

把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看成企业生存之路
,

纷纷转向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在欧洲的尤里卡计划 中
, 、9 8 7年曾投入

7 00 万元
,

支持挪威和西班牙开发 改 善牡蜗

营养和遗传的新技术
,

以期。年内达 到 工业

化培养
。

当前
,

海水增养殖技术
、

海洋生物代谢

产品的开发
,

以及海洋环境保 护 的生 物技

术
,

是国际上研究的三大热点
。

现已取得一

些重要研究成果
,

它们是
:

( 1 )海水增养殖的研究
。

在杂 交 育种

方面
,

美国育成 杂种杀纹妒
;
加拿大培育出

红藻品种
; 日本育成紫菜良种

,

使产量成倍

增加
,

产值提高几倍
。

同时
,

美国还开始 了

尤虾
、

对虾的杂交工作
。

在基因工程育种方
、

面
,

美国发现了几种鱼类的生长激素基因
,

曾将虹蹲生长激素基因转移到 鲤 鱼 和 鱿鱼

中
,

使鱿鱼的养殖期从 1 8个月缩短到 1 2个月
,

把鲍鱼生长激素基 因转入大肠杆菌和酵母
,

用其生产的激素可使贝 类
、

鲍鱼 产 量 提高

2 5 肠
。

在细胞工程育种方 面
,

日本通过组织

培养
,

使体外悬浮培养成功生产珍珠的珠母

贝的外套膜细胞
,

提高了名贵 珍 珠 的 成珠

率
,

并试图通过细 胞融合
,

生产迄今未有的

彩色珍珠
,

或改变经济鱼类的习性
。

( 2 ) 海洋生物代谢物的研 究
。

在 筛选

抗癌药物方面
,

美国做了大量工作
,

并把从

海绵中分离出的抗烧伤
、

止痛的药物投放市

场
,

同时还从与海绵共生的细菌中分离出抗

白血病和鼻咽癌的活性物质
。

目前
,

日本已

从珊瑚中提取出抗癌物质
,

还把从沙蚕分泌

的毒素开发成稻螟杀虫剂投放市场
,

以防治

水稻病虫害
。

在从单细胞藻类中筛选 出的三

种生理活性物
,

其抗癌作用比 目前使用的抗

癌丝裂霉素高 1 4 0。倍
。

在工业用海洋生化物

研究方面
,

琼胶
、

琼胶素
、

卡拉胶和褐藻胶

已被用于酶
、

微生物
、

藻类和动植物的固定

化和生物反应器
、

传感器
,

以及人造皮肤
,

并采用藻类固定化技术
,

生产氮肥
、

氢气
、

燃料油
、

多糖等
。

从紫球藻提取的各类蛋 白

已用于生物工程和医疗诊断
,

并被誉为
“

新

一代的荧光探子
” ,

售价 高 达 每 克10 万美

元
。

(3 ) 海洋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治理研究
。

由于海洋受到工业废物
、

废水
、

过量氮素
、

石油溢流
、

放射性物质及 海洋生物毒素的严

重污染
,

所 以
,

世界各国为了保护海洋环境

和生物资源
,

都在研究分解污染物的微生物

和藻类
。

日本已将异养细菌
、

光合细菌和藻

类混合培养做成生物反应 器
,

处 理 工 业废

物
。

以色列正试用海藻净化鱼 池 水 的 反应

器
。

美国通过重组D N A构 建
“

超 级 菌
” ,

可分解海上石油
,

其降解石油烃类的能力比

野生菌高 出儿十至儿百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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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国研究现状

近年来
,

我国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高

新技术研究方面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有了长

足进展
,

许多的研究成果已转化为生产力
,

形成新型产业
。

如
,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

的褐藻胶提成工业
,

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
;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 的 海 带 生产

线
,

世界上 80 肠的海带都由我国生产 ; 建成

世界上第二大紫菜生产工业线
;
开发的海洋

新药P S S
,

具有 良好的抗凝血
、

降血脂和改

善微循环的功能
, 1 9 8 7年荣获第十五届 国际

发明奖
; 用对虾加工废料提取甲壳素制成钓

人造皮肤
,

具有 消炎
、

收敛
、

促进皮肤生长

等功效
,

是治疗烧伤的良好敷料
, 1 9 88 年荣

获欧洲尤里卡发明金奖
。

所有这些
,

都为我

国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 中的高新技术发展奠定

了基础
。

目前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水

生生物研究所
、

遗传研究 所
、

青 岛海 洋大

学
、

上海水产大学
、

山东养殖研究所等单位

都在从事这些研究工作
。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方面
:

(l) 染色体组 工 程
。

在 海 藻 育 种方

面
,

采用遗传育种和诱导技术
,

育成高产和

高碘的海带新产品
,

建立了单倍体育种培育

海带和裙带菜 的新技术
; 开展了海湾扇贝和

中国对虾的多倍体育种
,

以及 中国对虾染色

体和种群遗传结构
、

经济虾类染色体等项研

究
,

并与美国合作研究刘
一

虾 染色体组操作技

术
。

( 2 )细胞工程
。

开展了从紫菜 原 生质

体培养出小紫菜的技术用于紫菜育苗试验
;

研究成功条斑紫菜体细胞快速育苗技术
、

紫

菜丝状体大量培养技术和海藻固定化技术
。

这些研究成果已为经济海藻的种质保存
、

建

立种苗基地和革新育苗技术奠定了基础
。

( 3 )基 因工程
。

由中国科学院遗 传研

究所和海洋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抗冻基因的

研 究
,

从黄海的黄盖蝶鱼类中分离出抗冻肤

的 m D N A
,

人 工 合 成
c D N A

,

通 过 重 组

D N A技术
,

构建了黄盖蝶 的 基 因库 ; 成功

地将人生长激素基因及抗冻基 因转 移
’

到金

鱼 ; 并进行蛙鱼生产激素基因转移到黑绸
、

牙鲜等海洋鱼类的研究
,

这将为我国海洋经

济鱼类改 良提供新技术
。

( 4 ) 代谢产物的开发
。

已开展 了 筛选

海洋生物活性物的研究工作
,

从南海的软体

动物和腔肠动物中筛选到抗血凝
、

降血压
、

防治心血管疾病
、

抗病毒和抗癌活性物
,

并

在 1 8种海绵和几种珊瑚中筛选到强效抗癌的

活性物
;
青 岛海洋 大 学 发 明 的 海 洋 新药

P S S
、

以及人造皮肤
,

都已投产
,

形成 新型

的医药工业
。

总之
,

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高新技

术研究
,

刚刚起步
。

由于人力
、

物力和财力

所限
,

在海洋多糖
、

生物毒素等方面虽不属

空 白
,

但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
、

有计

划的研究工作
。

三
、

今后发展趋势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与海洋生物资源的

开发息息相关
,

因而高新技术的研究具有举

足轻重作用
。

首先
,

高新技术的发展将改变

许 多海洋产业的结构和形态
,

如采用高新技

术的密集型育苗中心
,

会取代众多的传统育

苗产业
,

并能迅速推广优 良品种
,

实现海洋

生产农牧化
,

从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

据预

测
,

到 2 0 0 。年
,

日本海洋生物高新技术产业

的产值
,

可达 1 50 亿 美 元 ; 第二
,

高 新技

术的发展
,

将在食品
、

医药
、

化工产品的生

产和环境保护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

并形成许

多新的海洋生物技术产业
。

如
,

新兴的微藻

生物技术产业
、

藻胶产业
,

以及生产系列医

疗用品的产业
;
第三

,

高新技术的发展
,

必

将促进海洋生物技术的开 发
,

丰 富 研 究内

容
、

拓宽研究领域
。

因此
,

世界各国都十分

重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中高新技术的发展
,

竞相建立研究机构
、

制定发展计划
。

美国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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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的
、

规模巨大的海洋生物技术计划的

同时
,

又制定出从海洋生物中获得药物的专

题研究计划
,

采取小 生物技术公司与大药厂

联合方式
,

使每种生物技术医药产品的研 制

费
,

平均耗资达 1
.

2 5 亿美元
。

日本从 j 9 88 年开

始执行
“

从海洋生物获得精细化学品
”

计划
,

并投资60 亿 日元建立两个海洋生物工业应用

研究中心
。

展望未来
,

今后在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中
,

高新技术必将形成 以基因工程为主

体
、

研究和开发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产

业
。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刀” 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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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对传统海运业的改造

吴克勤

( {引家海洋信 息中心 )

犷。s,s、s,s、s,s,妻
55。从

近20 年来
,

海运业广泛采用高技术
,

加

速了设备淘汰率
,

在船舶设计
、

船体结构
、

船型
、

船舶推进系统
、

通讯系统
、

船舶 自动

化及船舶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重 大 的 技 术改

革
,

船用计算机及专家系统在海运船舶上得

到推广应用 ; 近些年建造的大部分新油轮和

货船装备了多台计算机
,

辅助完成船舶操纵

及调控的功能
。

一
、

船型

继集装箱船
、

大型油 轮
、

液 化 天 然气

船
、

滚装船
、

客运快船
、

水翼船
、

气垫船和

核动力船等技术密集的船舶之后
,

近几年出

现一些新型船舶
,

其中磁流体动力船
、

接触

水面小的双体船
、

双层壳体油轮等已 引起国

际航运界的瞩 目
。

磁流体动力船运用磁流体 动 力 推 进理

论
,

采用超导磁铁
,

使海水通过电磁铁管
,

获得强大磁场
,

产生喷急水流
,

推动船舶前

进
。

此类船舶推进系统无驱动部件
,

不产生

噪声
、

节能
、

可靠性高
,

除用作货运船舶之

外
,

还适于作海洋科学考察船
,

特别是海洋

生物考察船的选型
。

接触水面小的双体船简称 SW A T H
。

与

排水量相等的
一

单体船相 比
,

它可减轻船体的

纵横摇及滚动
,

基本消除了乘船晕眩等不适

的感觉 ;
与旧式双体船相比

,

它船速快
,

节

能
,

是摆渡轮
、

客轮
、

游艇和海洋科学考察

船等的理想船型
。

美国海军已建造此类新船

型的侦察艇两艘
,

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也有

一艘此类新船型的客轮投入营运
。

双层壳体油轮技术上 虽然没有 前两种船

型复杂
,

但是它对海上原油运输具有不可低

估 的潜在影响
。

因为
,

近些年来
,

原油运输

过程中海洋环境污染事件 频 繁
,

并 日 趋严

重
,

而双层壳体 油轮为运输途中因碰撞或触

礁等意外事故造成的油污事件增加了保险
。

美国 1 9 9 0年 了月通过的 油 溢 法 案 规 定
:

从

1 9 9 5年开始
,

进出美国各港 口的新油轮一律

改建为双层船体
,

到 2 0 1 。年
,

所有单层船体

油轮禁止出入美国港 口
。

在 当前国际贸易起伏波动的形势下
,

一

种石油
、

散装干货与矿 石运输多用途船应运

而生
,

以提高海运的灵活性和效率
。

二
、

船舶驾驶自动化

船舶 自动化
、

航行数据实时处理和通讯

等船舶航行管理技术的革新构成近些年来海

运技术发展的总趋势
。

今天
,

不少船舶都实现

了船舶机械遥控与 自动化
,

即船舶机械 无需

人员干预
,

或者只需少许干预
。

例如
,

船及轮

机综合控制装置已成为最近建造的大部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