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支撑
海大博士近半数留青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海洋大

学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生源， 成为
青岛高素质人才的储备库与孵化器。 许许
多多致力于现代海洋、现代金融、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机械设备等产业和行业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毕业后选择留在青

岛。
2017-2021 年 ， 学校共培养毕业生

33361 人， 其中本科生 18446 人， 硕士生
13245 人，博士生 1670 人，留青率约 40%，
特别是博士留青就业的比例占博士毕业生

人数近一半。海大培养的人才，与这座城市
发生了许多共融共生的故事。

比如，在龙须菜育种的道路上，一代又
一代海大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龙须菜富
含工业原料琼胶， 但野生龙须菜品种只适
宜在 10℃至 23℃的水温中生长，严重制约
了产业发展。为攻克难关，中国海洋大学张
学成教授和中科院海洋所费修绠研究员自

主培育了我国首个龙须菜新品种“981”，上
限生存水温达到 26℃。2014 年， 在臧晓南
教授等团队成员的辛勤耕耘下， 可以耐受
28℃高温的龙须菜新品种诞生。一上市，便
成为广大沿海养殖户青睐的 “发财菜”。任
职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隋正红教授是张学成

的首位博士生， 她带领团队发明了独特的
“龙须菜性别鉴定分子标记”技术和“良种
特异识别”技术，并优化了龙须菜释放孢子
技术方案，大大缩短了育种进程。

比如，在海带培育方面，海大人秉承着
“‘带带’相传，一‘带’更比一‘带’强”。20 世
纪 50 年代，应“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教授
之邀，方宗熙抵青执教，开启了海藻遗传学
研究的序幕。当下，海带研究的接力棒正握
在刘涛教授手中。目前，刘涛团队已完成了
海带基因组的测序工作，未来，科研工作者
可以根据养殖户的需求定制培育个性化的

海带品种。
再比如，在扇贝育种技术上，海大人不

断攀登高峰。20 世纪 70 年代， 以中国海洋
大学王如才教授为代表的贝类学家陆续攻

克了扇贝半人工采苗技术、 室内全人工育
苗技术和筏式养殖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包
振民是王如才的学生， 从导师手中接过接力
棒， 包振民创建了以 BLUP育种技术为核心
的扇贝育种技术体系， 开发了贝类全基因组
选择技术系统， 为扇贝品种的更新换代奠定
了基础。

中国海洋大学持续培养和引进了大批

高水平科技人才和产业人才。“十三五”期
间，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 1 人，新聘 10 位国内外院士为
特聘教授，在驻青的两院院士中，海大占 1/
3 强。新增“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
领军人才 28 人，在驻青高校中遥遥领先。

科研尖兵
大批科技计划在青落地
青岛是国际海洋科教名城。迄今为止，

新中国海水养殖共经历了五次产业浪潮，
每一次浪潮均从青岛发端， 且与中国海洋
大学密切相关，进而推广至全国。向海洋谋
发展， 一批国家级科研平台在青岛落地建
设，越来越多的海洋新兴产业在青岛崛起。

海大获批建设我国地球科学领域首个

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深海圈层

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 获立项实施海
洋工程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 “多场多体多尺度耦合及其
对海工装备性能与安全的影响机制”；获批
建设海洋大数据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正在全力筹建物理海洋、水产养殖和海
洋工程等优势学科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建造的 5600 吨全球最大静音级综
合科学考察实习船 “东方红 3” 船投入使
用，构建的“透明海洋”立体实时综合观测
系统在全球首次实现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深

海数据实时稳定传输， 全球气候模拟超算
系统、碳 14 加速器质谱仪等重大平台建成
运行。

高质量科技成果直接服务青岛的产业

发展。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市科技局、崂山
区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青岛海洋生物医

药研究院，有效贯通“科学技术工程产业”
链条；与城阳区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青岛海洋
食品营养与健康创新研究院，已成功孵化 5
家海洋生物技术创业公司， 研发产品 50余
款；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山东省气象局、
青岛市气象局共同发起成立青岛海洋气象

研究院，为国家和区域海上防灾减灾、经济
活动、远洋气象服务提供科技支撑；首倡并
率先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推动获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制订“青岛‘海洋攻势’
中国海洋大学行动计划”， 推进中国海洋大
学产业园筹划建设，与青岛市政府联合成功
举办青岛“海洋发展”大会，积极吸引汇聚知
名校友回青投资、发展，为青岛“双招双引”
贡献力量。

近五年， 中国海洋大学面向青岛 550
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技服务， 签订横向
合同 1000 余项；与本地企业共同承担国家
和省部级应用类项目 100 余项， 有效推动

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尤其是在海洋生物
资源高效利用、海洋观测监测技术服务、深
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 工业互联网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 环评与海域使用论证等方
面， 带动和支撑了企业技术革新和行业发
展需求。

蓝色智库
为重大规划谋定乾坤
近日，《海洋经济蓝皮书： 中国海洋经

济分析报告（2021）》出版。中国海洋大学和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课题组编著的这本书站

在国家层面， 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做
出年度分析与咨询报告。 高校是城市发展
的智库，中国海洋大学“蓝色智库”服务海
洋强国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谋划、牵头海洋领域交叉

学科、海洋信息、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等多个国
家层面“十四五”战略规划及中长期规划，牵
头编制山东省海洋局智慧海洋三年行动计

划、 青岛市现代海洋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建
议、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等各类报告，谋划未来
发展。

海大作为第三方机构负责 《山东海洋
强省行动方案》实施效果评估，编制《全球
化背景下新时代山东省海洋强省建设战略

研究报告》《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动能， 高水
平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推动海洋新旧动能
转换加快建设全国蓝色领军城市》 等报告
和建议， 建言将青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

设纳入山东海洋强省建设的整体部署 。

面向未来
新校区更紧密地拥抱海洋

2022 年， 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的故事
将迎来新的篇章。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教
创新园区（西海岸校区）将启用，校园里就
有海岸线和综合性滨海实验场， 海大将更
紧密地拥抱海洋。

目前，西海岸校区主体建筑已经成型，
学习综合体项目正在安装给排水管道，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中心在进行内墙施工。 学校还
举办西海岸校门创意设计大赛， 邀请师生参
与西海岸校区海军路校门和三沙路校门的设

计。
新校区让学校发展特别是涉海学科和

应用学科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８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生命学院院长包
振民到西海岸校区就 “山东省海水高效种
质创新与蓝色种业中心”选址进行考察。

面向“十四五”，中国海洋大学还将进
一步深化共建内容，继续全力支撑、保障和
服务好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入列，加快筹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平台，深入推进青岛
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青岛海洋食品营养与
健康创新研究院建设，为青岛市高等教育发
展、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加快建设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发挥更大支撑作用做出更

大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刘邦华 摄

中国海洋大学：

奋力书写与青岛共立潮头的发展新篇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破冰深远海，耕牧“新粮仓”。锚定在黄海冷
水团中的“深蓝 1 号”犹如襁褓一般，“呵护”着
游弋其间的三文鱼。今年夏天，第一批来自黄海
的深海三文鱼“游”到了百姓餐桌上。

三文鱼属冷水鱼， 我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
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国黄海
存在一个巨大的夏季冷水团， 面积接近一个山
东省的陆域面积。2012 年初， 中国海洋大学水
产学院董双林教授团队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

养殖三文鱼的设想。 如今， 有着两个足球场大
小、重 1500 吨的八角网箱，实现了我国在温暖
海域养殖鲑鳟冷水鱼类的世界性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青岛
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管华诗， 八旬高龄仍
致力于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作为中国现
代海洋药物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他还
组建了我市第一个“四不像”创新型研究机构，
加速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崛起，让“海济苍生”的
梦想之路愈走愈宽。

辽阔的大海上，海洋石油平台矗立其中。风
吹日晒、海浪侵蚀、潮涌影响，平台依旧安全稳
定，得益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
长李华军团队构建起的海洋工程设施安全防灾、
减灾技术体系。他们研制的新型海岸结构，推动了
我国近浅海油气田的低成本、高效开发。

……
依海而兴，向海图强。中国海洋大学，就是

青岛探向大海的一座桥头堡。

■海大崂山校区的学生骑车
穿行樱花大道。 韩 星 摄

■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
科研人员开展研究。 刘邦华 摄

■“东方红 3”船是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新一代深海大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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