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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科技现状及其在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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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总结了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科技在海洋调查和科学考察、海洋基础科

学和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现状，

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海洋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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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科技事业得到

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党和国务院

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工作，《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将海洋科技作为重点领域部

署。２００６年国家多部委制定并发布了 《国家

“十一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

一五”期间必将是我国海洋科技的繁荣飞跃发

展期。

１　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现状

近１０年来，我国海洋科技方面获得省、部

级和国家级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共有５００多项。

成功地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海洋科学调查活动；

完成了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海洋信息自动查询

系统、膜法水处理技术和海洋资料浮标技术等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并在海洋石油钻探、海港

工程、海水增养殖、深潜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

著进展；完成了海洋功能区划，制定了 《全国

海洋开发规划》等。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促进

了我国海洋开发和海洋管理的发展，而且也提

高了我国海洋科技水平，缩短了与世界海洋发

达国家的差距，有些成果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

１１　海洋调查和科学考察方面

我国海洋调查研究从近海走向了大洋。继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全国第一次近海综合调查之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完成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

合调查，１９８８年又开始对全国海岛及其周围海

域的资源进行为期５年的大规模综合调查和开

发试验。完成了中美热带西太平洋海气作用联

合调查，成功地进行了中日黑潮合作调查、太

平洋锰结核调查、南海南部综合调查、南极及

南大洋考察，建立了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并

在南沙永暑礁上建立了具有国内水文气象观测

系统先进水平的南沙海洋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期参加了正在实施的世界大洋环流试验计划，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洋学研究计划。

进入新时期，基本完成了 “第二次海洋污

染基线调查”，为近海环境质量状况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依据。完成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专项

勘测以及对相关海域进行调查和研究，建立了

我国第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数据库，

并使我国多波束应用技术和海底勘测研究方面

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进入２０００年我国先后组织

完成了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调查、南极考察、

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北极科学考察 “黄河

站”。还开展了环球综合海洋科学考察，获得了

大量的硫化物、微生物、大型生物、沉积物和

热液样品［１］。“大洋一号”科考主力船完成我国

最大规模的第２２次环球科考返回。在环球科考

期间， “大洋一号”开展了海底多金属硫化物、

多金属结核、深海环境、深海生物基因和深海

生物多样性等多项调查工作，创下多项纪录，

成果丰硕。

２０１２年８月，中国第五次北极考察队完成

了我国北极科考，首次在北冰洋至大西洋扇区

挪威海、格陵兰海开展了海洋水文与大气、海

洋地质地球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态

等多学科综合环境考察，又在冰岛附近海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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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海洋地质学为主的海洋调查。这是我国北

极科考和海洋调查人员首次抵达北大西洋开展

海洋调查与研究，也是我国首次与北极国家进

行古海洋学合作研究。

同年，中国第２８次南极考察队乘坐 “雪

龙”船返回上海基地。在此次考察中，考察队

在中国南极中山站、昆仑站、长城站和南大洋

完成了各项主要科考和建设任务，取得了重要

成果。其中在天文领域方面，在昆仑站顺利完

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的安

装，这标志着我国南极天文科考迈上了重要台

阶，成功迈出了 “十二五”极地科学考察的第

一步［２］。

１２　 海洋基础科学和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方面

在海洋基础科学和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方面

先后开展了近海环流、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养

殖病害、边缘海形成和演化、赤潮等方面的基

础研究；破译了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基因组全序

列；组织实施了国家 “８６３”计划和科技攻关计

划，使我国的海洋技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自２００７年实施海洋公益专项以来，国家财

政累计投入近２２亿元，立项总数达２１１项。项

目成果有力支撑和引领了沿海经济和海洋事业

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与经济效益。２０１２

年启动了海洋公益科研专项项目共３４项，投资

预算约为４．８５亿元，涉及海洋综合管理、海洋

生态保护、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利用、海

洋观测监测等领域。

在海洋生物技术方面开展了海水养殖、种

植的优良化、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功能基因等

方面的研究。实现了一批优良海水养殖、种植

的产业化；１０多种海洋新药已进入了临床研究；

获得了一批海洋生物功能基因技术；建立了一

批成果转化、中试及产业化基地；还推出了一

批创新型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及甲壳质纤维品

种。

膜工业技术在 “八五”期间得到运用，用

膜技术生产的淡化器、苦咸水或工业用水处理

及纯水、超纯水制备等已形成生产规模，年产

值达４０００万元，年创利润近１０００万元，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科技攻关重大成

果奖。

反渗透海水淡化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

重要手段。反渗透复合膜是膜法海水淡化的关

键材料，它可以将海水、苦咸水、污水转化为

纯净的淡水。在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专项的支

持下，于２００９年开始了反渗透复合膜材料制备

及设备制造的研究工作，成功研发出了海水淡

化反渗透膜，使得我国海水淡化反渗透膜不再

依赖进口。

在深海研究技术装备方面，１９９７年６月

我国首台６０００ｍ自制水下机器人 “ＣＲ－０１”

号诞生，并在太平洋海试中达到下潜深度

５１８８ｍ。“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增了一批装

备高水平的海洋科学考察船；自行设计、自

主集成研制的 “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完

成７０００ｍ级潜水海试；一批近海油气田和

大洋海底固体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与

重大装备已投入应用，３０００ｍ半潜式钻井平

台等大型海洋工程装备研制取得突破；攻克

了一批海洋药物、生物制品研究开发以及水

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海洋生

物功能基因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２００２年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ＨＹ－１发射升

空，这是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

里程碑。２０１２年 “海洋二号”卫星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海洋二号”卫星承载着监

测和调查海面风场、海浪、海流和海温等海洋

动力环境的任务。这颗卫星具有 “三全”特色，

即全球、全天候、全天时，它不仅可进行灾害

性海况预警预报，同时还可为海洋科学研究、

海洋环境预报、全球气候变化等提供至关重要

的遥感信息。

１３　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工程技术方面

在海洋生物学方面，重点研究了中国海及

邻近大洋的海洋动物分类区系、海洋生态系、

海洋动植物形态和生活史，在我国首次发现了

许多浮游植物和动物品种。特别是对藻类学的

研究，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在人工养殖海藻、

藻类蛋白攻关、细胞工程等基础理论与养殖生

产结合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海洋生物工程技术方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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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海带、裙带菜的体细胞和单倍体育种，

培育了 “单海１号”海带新品种。８０年代又进

行了裙带菜、海带的体细胞组织培养，获得再

生植株。海洋动物的生物技术研究如牙鲆鱼、

牡蛎、扇贝、鲍鱼和对虾的三倍体诱发，对虾

雌核发育的诱导以及对虾精荚移植的成功、虹

鳟鱼细胞株的建立、激光诱导鱼卵细胞的融合

等都居于国际先进水平。鱼类养殖现在已使用

了亲鱼培育、催化、孵化、育苗等成套技术和

鱼生长激素提取等高技术手段，初步解决了海

水鱼类人工育苗的关键技术和人工鱼礁放养技

术。我国海水养殖技术已广泛采用网箱集约化

和立体化养殖新技术，养殖水深已延伸到

－１５ｍ。我国浅海水域正在逐步变成海洋牧渔

的蓝色田园。

海洋生物基因组织及功能基因的研究和利

用是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中国主

要养殖生物基因研究取得了进展，已利用标记

技术构建了中国对虾、扇贝、大黄鱼、海胆等

的遗传基因图谱。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海洋生

物功能基因研究技术平台和中国资源特色的基

因数据库，为养殖产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代谢产物开发方面，我国建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褐藻胶工业，建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紫菜

生产工业，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出了一批藻类蛋

白饲料。在海洋药物开发及保健食品研制方面

取得可喜成绩，如藻酸双酯钠 （ＰＳＳ）、甘糖醋、

海豚毒素、多稀康、烟酸甘露醇酣、人造皮肤、

擞试剂等海洋药物以及１０余种海洋保健食品，

其中有１０余个品种在国际上获奖。

目前，我国涉海科研机构达１３５个，从事

海洋科技专业人员１６０００余人。拥有一批以科

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为核心的海洋科技队伍；

建设了一批国家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海洋信

息共享平台和数据库、海洋微生物及极地资源

保藏中心；装备了一批设备先进的海洋综合调

查船和专业调查船。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海洋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为我国海洋科技事

业未来的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２　新时期海洋科技发展的机遇

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在今后几十年里海洋

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领域，我国是海洋大国，

海洋问题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海洋对保障国家

安全、缓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拓展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海洋事业加快发展的重要

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抓住历史发

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海洋科学和技术的全面、

快速发展。

２１　发展海洋科技得到国家重视

进入２１世纪，国家把发展海洋经济已上升

为发展国家战略规划的蓝色经济，先后颁布实

施了 《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国家 “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等。这些重大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

施，为加快海洋科技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实

现２０５０年远景目标奠定了政策基础，标志着中

国海洋科技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２２　经济实力的提高为海洋科技发展奠定基础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发

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十一五”期间，国家

在大幅度地提高了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力度的同

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将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技术作为重点任务。加强海洋基础研究，安排

了 “重要海水养殖动物病害发生和免疫防治的

基础研究”等一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大

力推动了海洋技术的研究开发。重视海洋技术

条件平台建设，加强了海洋领域相关国家实验

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观测站以及海洋基

础信息等方面的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海洋

科技研发的能力水平。组织实施海洋行业的科

技专项，加强了海洋行业基础性、公益性和应

急性科技工作［３］。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进

一步增强和对科技领域投入的持续增加，为海

洋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３　发展海洋技术面临的挑战

我国海洋科技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据有关专家估计大体要落后十几年甚

至更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不少领域基本处于

空白状态，许多关键技术尚未过关。由于受海

洋开发技术落后的制约，我国海洋产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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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兴海洋产业规模还很小，水平还很低，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和油气开采技术还很落

后。日本、德国１９９０年就已成功开发了可在

５０００ｍ深水处作业的深海锰结核开采系统；芬

兰、前苏联、法国研制出了在６０００ｍ水深作业

的深海采矿潜水器。

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包括钻探和开采两方面。

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向超过１０００ｍ水深的海区转

移。许多国家还在设计建造可在更深海底使用

的采油系统，并配有水下机器人和遥控潜水器。

而我国只能在浅海区作业，在深海油气资源开

采方面技术要落后几十年。

我国虽然是一个海洋大国，但还不是海洋

强国，我国的海洋科技总体水平落后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主要的海洋仪器

依赖进口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深

海资源勘探和环境观测方面，技术装备仍然落

后，科学研究水平有待提高［４］。受海洋科技水

平的限制，中国海洋科技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如，海洋环境信息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保障需

求；近海生态与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

制；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技支撑基础十

分薄弱；没有重视海洋在灾害性气候预测中的

作用；海洋油气资源勘查开发面临严峻挑战；

深海战略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缺乏长远规划；

维护海洋权益的科技支撑严重不足；现有海洋

观测能力严重制约海洋事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海洋技术有：

① 为有效实施近海海洋环境网络化实时观测，

需加大观测设备仪器制造技术的研发和自主创

新，建立高精度的网格化监测系统。② 维护海

洋生态系统方面需要解决海洋污染问题、海洋

生物病害问题、赤潮等问题。③ 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技术。加强生物优良品种培育技术的研发，

优良品种可增加产量、质量，防止病害，促进

海洋养殖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良种化、生态

化、集约化和工厂化将是海水养殖的发展趋势。

④ 海洋能源开采技术。我国南海油气储量巨大，

开采技术比较落后，尤其是深海勘探、钻井、

开发、工程和安全是亟待解决的技术。

４　结束语

海洋科学技术是发展海洋生产力的手段，

也是发展海洋产业的重要支撑。海洋对于一个

国家的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加大科技投入、

开发海洋、加快我国海洋技术的发展，对中国

的崛起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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