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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考察时强调，建
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
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努力用我们自己
的装备开发油气资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 谆谆嘱托 |

上新
原创海洋技术成果颇丰

2022年4月25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一号”
平台主体工程海上安装完成，这对于提高能
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提及该消息，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教授
赵玮难掩激动：“研究院协同‘海基一号’团队
创新研发了海洋内波动力快速统计与精细化
预测模型，攻克海洋内波发生时间与强度预测
难题。”

“学校在海南所需的‘深海’和‘南繁水
产’等领域积累了雄厚的学科和科技创新优
势。”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闫菊说，将努力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
立自强，不辜负总书记的关怀与期盼。

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执行院长邵长江
透露，一年来，该院先后开展的3个科考作业
航次，集成了锚系浮标、水下滑翔机等多样化
实时观测装备，形成复杂海洋环境实时立体
观测能力；集成开发海洋动力环境、生态环保
等系列数据产品，在海洋环境保障方面发挥
了重要支撑作用；研发了防污有效期达5年
以上的长效环保型海洋防污涂料，突破了海
洋装备保障的核心技术；制定了2项国家海
洋行业标准。

中海大“海洋遥感定标实验室”超洁净暗
室内，积分球、黑体等定标设备一应俱全，陈树
果正带领团队开展原创攻关，力争让海洋水色
卫星遥感数据更准确，推动海洋水色卫星遥感
尽快走完“最后一公里”。

陈树果说，当前团队边学边想边实践，着
力推动海洋光学仪器国产化，让更多的“中国
制造”从海南走向世界。

克难
攻关水产种苗“卡脖子”难题

南美白对虾种苗依赖进口、种质衰退，
是海南壬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圣
钰最头疼的问题。如何掌握核心种源？她
想到了求助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技术团
队。

“进口种虾不仅价格昂贵还存在供应链
断供的风险。我们选育出第一代速生高抗
南美白对虾新品系，其生长速度和存活率分
别提高15%以上，水产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
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
院教授包振民透露，团队利用新技术获得精
准的水产动物基因型数据和表型数据，提高
了选育效率，缩短了育种周期。

如今，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科研人员
的身影持续活跃在三亚、文昌、东方等地的
水产基地。把论文写在海洋里，以建设运行

“海南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为依托，
在生物技术、遗传学、基因组学及良种培育
等方向开展大量科研工作，有力支撑我国水
产种源自主可控。

智慧育种新突破。中海大着力打造热
带水产种质创新体系，搭建的水产物种分子
育种平台，为鱼、虾、贝等水产生物育种工作
提供了种质资源管理和育种方案制定等“一
站式”解决方案，取得我国在水产智慧育种
的突破性进展。

“渔业往深海走，深海网箱养殖、工船养
殖的兴起对水产新品种选育提出新要求，我
们将沉下心来做好水产种质创新，针对不同
养殖设施选育不同良种，赋能‘种业硅谷’建
设，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中
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副院长胡景杰说。

“总书记的关怀让我们倍受鼓舞。”从黄海畔来到南海边，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树果
铭记深情嘱托，筑梦深蓝。

2022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考察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
自己手里，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装备开发油气资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一年来，中海大将殷殷嘱托扛在肩上、刻在心间，埋头科研，研发制造新装备、紧盯需求选育攻关水产新品种、着眼
未来精心培育人才团队，以实干构筑陆海兼修现代化强国的磅礴深海力量。

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牢记使命、埋头科研，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迎着召唤向深蓝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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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相长成效明显

“看看，这张在‘东方红3’号静音科考船
上举行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院海南专项研
究生开学仪式的照片入选了‘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邵长江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创新人才引育，中海大三亚海洋研究
院率先在海南高质量培养研究生，立足自
贸港培养涉海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并强
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构建了以解决海洋
关键核心问题为导向的理工融合的全新课
程体系。

“我们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10余项，80
余名高层次人才常驻海南开展科研工作，
200余名专家教授到琼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到2025年海南专项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达到
1200余人。”邵长江说。

今年即将开工建设的中国海洋大学南
海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技术创新平台，将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挥学校涉海学科群的科技优势，构
建四大技术创新中心、一个标准评价中心
等，开展关键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贯通“战
略研究—技术研发—标准评价—成果转化
—产业推广”海洋产业培育链条……

深海浩瀚，探索无垠。以推动海洋科技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目标，中海大三亚海
洋研究院正奋跃而行，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
水平自立自强，努力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日前，初见魏丽，她正伏
案盯着电脑屏幕，查看一组
组海温数据，不断地调试代
码，一上午的时间一晃而
过。身为中国海洋大学三亚
海洋研究院博士后，魏丽的
主要研究方向是海温融合预
报，并成功申请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多源卫星海表温度融
合项目从2021年底开始构
思，2022年3月提交。在此
期间，管磊、赵玮、俞智斌三
位来自不同学院的老师从多
角度先后给予技术细节指
导，去年成功获批立项。”魏
丽感叹，以往学院之间的交
流较少，研究院力促学科深
度交叉，多个学科的专家团
队汇聚，构建的以解决海洋
关键核心问题为导向的理工
融合的全新课程体系，有助
于不同学科的知识形成大交
叉，极大地推动了原创性科
研工作的开展。

该项目利用多源卫星观
测数据建立海表温度观测
场，针对中国海域海表温度
特征构建预报模型生成背景场，综合多种海
表温度数据的优势，提升对近岸和中小尺度
现象的状态估计，生成高质量海表温度产
品，将有助于满足海洋表层结构追踪、生物
生产力物理指标测定等研究的需求，从而提
高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能力。

“之前的专业是海洋探测技术，但目前
课题需要数学、计算机领域的相关内容，崖
州湾科技城入驻了10多所高校，丰富的教
师资源为我提升相关理论和技术水平提供
了便利。”魏丽表示，这将有助于高质量完成
科研项目。

走进研究院的机房，多台服务器正在运
行，“这里的服务器性能可以满足团队的科研
需求，丰富的数据源为我们更快、更准地做好
海温融合预报提供了坚实保障。”魏丽说。

“2020年刚来时，园区缺乏实验设备，
实验进度较慢。如今，只需网上提交申请，
很多国际最新的科研设备马上就能获批使
用。”在魏丽看来，现在的崖州湾科技城人
才济济，大家跨专业、跨学校优势互补、
协同攻关，科研气氛特别浓厚，“更坚
定了我留在三亚继续打拼的心”。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