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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工作起步较慢,海洋教育也处在起步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海洋科学研究

力量主要集中在广西科学院属的广西海洋研究所、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这3个单

位在广西科学院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的领域和方向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在推动广西重大领域海洋应用基

础研究和海洋产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广西社会经济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回顾了

广西这40年来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并结合目前广西海洋科研及海洋教育力量薄弱、科技后备人才

匮乏和科研人员偏少的现状,为“十三五暠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实施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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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onGuangximarinescienceshadaslowdevelopment,andthemarineed灢
ucationwasinitsinfancy.Sincethe1980s,theworkofGuangximarinescientificresearchwas
mainlydonebythreesubordinateinstitutesofGuangxiAcademyofSciences,includingGuangxi
InstituteofOceanology,GuangxiMangroveResearchCenterandGuangxiBeibuGulfMarine
ResearchCenter.Undertheunifiedleadershipofthesuperiordepartment,thesethreeinstitutes
haddonemanyworkonmarinescienceresearchaccordingtotheirrespectiveresearchdirec灢
tion,theyplayed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Guangximarinemajorfield
appliedandbasicresearchandmarineindustry,andtheyalsomadepositivecontributionstothe
constructionofsocialandeconomicandthe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inGuangxi.This
paperreviewedtheachievementsthatGuangxihadmadeinthefieldofmarinescientificre灢
searchoverthepast40years.CombinedwiththecurrentsituationthatGuangximarinescien灢
tificresearchandmarineeducationareweakandlackofreserv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tal灢
entsandscientificresearchpersonnel,constructive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fortheimple灢
mentationof“13thFive飊Year暠Guangximarinescienceresearchdevelopment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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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言

暋暋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广西科学院

属的广西海洋研究所、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和广西北

部湾海洋研究中心3个单位。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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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在广西水产研究所和广西海洋研究院。广西

海洋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是20世纪广西唯一一家

海洋科研机构,转制前有固定编制人员165人。其余

机构均是2000年后建立,人员均为30人左右。2010
年开始,广西新建了一批省级海洋类科研平台,主要

有广西海洋生物技术、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广西

红树林保护、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广西北部

湾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广西南海珊瑚礁资源与环境

等6个重点实验室,以及广西海洋天然产物与组合生

物合成化学、广西北部湾海洋灾害研究等2个培育基

地。这些科研平台分别依托广西科学院(2个)、钦州

学院(2个)、广西大学(1个)、广西海洋研究所(1
个)、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1个)、广西师范学院(1
个)等单位。

暋暋广西海洋教育仍处在起步阶段。2010年以前,
广西是我国10多个沿海省市区中唯一没有海洋类高

等教育的省区,其他的省市都设置有独立的海洋类大

学或在相关大学中设置海洋学院(二级学院),而广西

则处于“有海无学暠的尴尬境地。2010年后,广西海

洋后备人才培养能力逐步获得提高。目前广西涉海

学校主要有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
钦州学院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院校,这些院校近年

来陆续开设了海洋科学、水产养殖、食品科学与工程、
船舶驾驶、轮机管理、船舶工程技术、海事管理和国际

航运业务管理等专业。

暋暋近10多年来,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长

足进步,尤其在海水养殖与加工方面研发出多项成果

应用于生产。例如:广西海洋研究所依托其承担的

“方格星虫规模化育苗技术研究暠课题,创立了方格海

球幼体星虫室内人工诱导变态培育技术、高密度室内

分级中间培育技术及池塘中间培育技术;首次探讨方

格星虫人工育苗过程中人工代用饵料的投喂技术,并
大大提高了幼体变态成活率及中间培育成活率,实现

了规模化应用。广西水产研究所依托其承担的“抗特

定病原(SPR)南美白对虾的良种选育暠课题,选育并

建立了SPR南美白对虾新品系,该新品系的生长速

度比引进品系提高26.9%,桃拉综合征病毒(TSV)
感染存活率为93.4%,比对照品系提高4.3%,生产

性能优良,并在合浦、钦州等沿海建立健康养殖示范

基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广西红树

林研究中心依托其承担的“广西北部湾红树林资源环

境保护恢复及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暠课题,设计

了由红树林、林下滩涂、简易蓄水区、地下管网、通气

管道和投饵鱼池构成的地埋式红树林生态养殖系统,
该系统不仅可以有效防御养殖动物逃逸,而且水体交

换通畅,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干扰小,为沿海港湾红树

林生态环境保护恢复与开发利用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应用推广前景广阔。广西正五海

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其承担的“出口水产品深加

工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暠课题,建立了贝类安全净化

生产线、冷冻调理食品加工生产线和保活新工艺;同
时还建立了“贝类净化技术规范暠和产品质量监控体

系以及相应企业标准;该课题的实施,对促进广西海

洋贝类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依

靠科技加快海水养殖业发展,广西海洋渔业焕发出新

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广西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

暋暋回顾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工作现状,广西海洋科研

队伍体量偏小,科研创新能力不强,高层次科技人才

缺乏;涉海院校少,师资水平差,与国内海洋类院校相

比相差甚远;海洋调查手段落后,广西至今还没有一

艘专业科考船。海洋科学是一门观测科学,国家早已

实行空中、水面、海底为一体的立体监测体系,广西要

实现从海岸带向北部湾口、东盟沿海各国科考合作的

跨越还有很大的距离;海洋科技进步在海洋经济中的

地位还有待提高,海洋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支撑作用仍

需加強,与创建海洋大省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展

望“十三五暠发展规划,广西科学院作为广西从事海洋

科学研究力量的主体单位,担负着加快海洋经济发

展,借助科技创新的推动力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

海洋经济大省的重大责任。

1暋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回顾

暋暋1978年,伴随着我国第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广
西科学院属广西海洋研究所在北海市正式成立,这标

志着广西从此有了唯一一家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机

构,结束了广西少数民族沿海省区有海无研究机构的

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刚成立的广西海洋

研究所在人员、实验条件、仪器设备十分不足的情况

下就开展了广西北部湾海洋科考工作,开始承担国家

下达给广西的海岸带、海岛、海湾等资源综合调查等

多项公益任务,这些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广西近海

环境资源的“家底暠,为广西海洋开发与保护提供依

据。20世纪90年代,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科学

用、管海的需要,广西海洋研究所作为主要单位参与

了广西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和海洋环境保护

规划等编制工作任务。同时,结合广西海洋渔业产业

发展的需求,广西海洋研究所科研工作重点转向广西

海水养殖新品种繁育、海水健康养殖技术、海洋生物

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等应用示范和推广,为海水养殖

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2 GuangxiSciences,Vol灡25No灡1,February2018



暋暋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实行科研院所分类改革,一
大批事业类科研院所改制成科技型企业,取消事业性

质,广西海洋研究所由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制为技术开

发类企业。同时,根据广西海洋学科布局和发展的需

要,从该所人员事业编制中保留32名转入广西红树

林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红树林生态保护研究工作。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

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桂编[2012]221号),其主

要职责是开展海洋环境学、海洋动力学、海洋生物学

等理论和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从此,广西科学院主

管有广西海洋研究所、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和广西北

部湾海洋研究中心3个海洋科研单位。集中了全区

80%海洋科研力量和50%海洋科研平台的广西科学

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

下属3个海洋科研单位各自的领域和方向开展海洋

科学研究工作。

暋暋从1978年至今已有40年,40年风雨前行,广西

海洋研究所经历了“事企暠改革的阵痛后,更加努力地

开展海洋生物应用技术研究与探索,在推动广西重大

领域的海洋应用基础研究和海洋产业关键技术中充

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创造出更多能有效服务于广西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研成果。广西海洋研究所建所

以来共承担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300多项,获得各级

科技进步奖励70多项,其中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3项,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500多篇,申请专利

38件,获得授权专利18件。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

编写海洋综合管理法规近10项,其中,1998年编制

的“广西海洋功能区划暠于2001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颁布执行至今,成为广西在实施海洋活动科

学指导和开展海洋综合管理过程中,参照执行时间最

长的一项地方性管海法规。

1.1暋海洋资源公益调查开创广西先河

暋暋由于跨国的原因,在北部湾开展海洋资源调查非

常困难,所以,覆盖全海湾的水文、生物、化学等专业

的调查很少,至今也只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两次

“中越北部湾合作海洋综合调查暠:第一次是在1959
年12 月—1960 年 12 月;第 二 次 是 在 1961 年 12
月—1962年12月。海洋资源“家底暠不清,可用数据

不多。为此,国家于1982年下达了广西海岸带和海

涂资源综合调查任务,成立初期的广西海洋研究所作

为牵头单位承担了该调查任务。1982—1986年间,
广西海洋研究所组织区内由12家单位参与的调查

组,对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进行了气候、水文、地质、地
貌、土壤、土地利用、海化、浮游生物、潮间带生物、底
栖生物、游泳生物、林业、植被、环境保护、测绘和社会

经济 等 16 个 专 业 的 综 合 性 调 查,获 得 原 始 数 据

145灡1万个,查明了广西沿海自然资源种类和数量分

布、环境条件以及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为广西沿

海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本底资

料和科学依据。该项目获得1988年度广西科技进步

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后,广西海洋研究所相继完

成了国家下达的广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任务,查明广

西共有海岛679个,岛屿岸线总长为549.5km,总面

积118.06km2。其中,有居民海岛14个,占岛屿总

数的 2灡17%;无 居 民 海 岛 665 个,占 岛 屿 总 数 的

97灡83%。最大的有居民海岛是涠洲岛,陆域面积

24灡783km2。除此之外,广西海洋研究所还完成了

广西海湾志等多项海洋基础调查任务,为广西海岛、
海湾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重要依据,这些调查成

果分别获得国家海洋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科

技进步奖励。广西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任务

是继“中越北部湾合作海洋综合调查暠相隔20年之后

我国组织的第一次北部湾近海多领域、多专业、多部

门参与的综合性调查,开创广西海洋资源公益调查的

先河。

暋暋进入21世纪,广西科学院属广西红树林研究中

心先后完成了“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UN灢
DP)暠“北部湾专项———广西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

价(908专项)暠等重大项目。其中,广西红树林研究

中心作为主要单位完成的“广西海岛湿地、植被调查

与海岛地质、地貌调查与评价专项(广西908专项)暠,
是国家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还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海岛湿地及植被资源相关评价,
并建立了“数字海洋暠基础信息框架。“908专项暠调
查全面摸清广西海洋及沿海“家底暠,建立现代化的成

果展示和管理平台,构建跨部门和跨学科并业务化运

行的海洋基础信息集成系统,为全面提高广西的海洋

综合管理、海洋开发和保护决策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1.2暋滨海湿地学研究跃居国内前列

暋暋广西滨海湿地资源主要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
盐沼和滨海植被等。其中,红树林、珊瑚礁、海草资源

是海洋重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我国其它海区少有的

典型生态系统。之前由于缺少专业科研机构,广西对

此典型生态系统开展的针对性研究少,保护意识不

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广西科学院属广西红树林研

究中心成立于1991年,2002年作为独立法人事业机

构,主要从事滨海湿地生态研究,聚焦于红树林、海草

床和珊瑚礁典型海洋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保护恢

复与合理利用研究与示范,已在国内和东南亚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早在2005—2010年国家开展“广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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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广西908专项)暠中,广西红

树林研究中心独立承担并完成了“广西海岛湿地、植
被调查暠专题和“广西海岛地质、地貌调查暠专题。

2009年,广西作为国家海洋局确定的4个省级海岛

保护规划试点之一,依据《海岛保护法》中有关“国家

实行海岛保护规划制度暠的规定,并以《全国海岛保护

规划》为指导,广西海洋局和广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组织编制广西海岛保护规划工作,广西红树林研究中

心负责具体编制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于2011年完

成了《广西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发布桂政函[2011]328
号文批准实施,为广西海岛保护、开发利用活动和管

理提供了依据。2003年,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作为

UNEP/GEF南中国海多边合作项目红树林专题中

国执行机构(2002—2008年),主持完成了《中国红树

林国家报告》和《中国红树林保护行动计划》;作为“中
国生态学会红树林专业委员会暠“中国太平洋学会红

树林海草研究分会暠的依托机构,主持起草《全国湿地

保护“十三五暠工程实施规划》红树林专题;参与国家

海洋行业标准《“南红北柳暠红树林修复技术指南》和
《红树林生态监测技术规程》的编制。广西红树林研

究中心于2007年加入国际海草监测网,是迄今国内

唯一的SeagrassNet监测站点;提出了“海草飊红树林飊
盐沼飊滨海陆岸植被暠海陆过渡带系统恢复的理论与

技术体系,规划和指导防城港红沙环建设我国第一个

生态海堤;原创的“基于地埋管网技术的受损红树林

生态保育系统暠,作为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绿

色发展模式,于2015年获得了国家海洋公益性专项

支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红树林海草大地标桩生态监

测网络。近两年来,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连续承担南

沙海域珊瑚礁生态调查国家任务,负责完成了总任务

量1/3的调查任务,为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权益提供科

技服务。2016年11月,国际顶尖科学杂志《自然》登
载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协助完成的一项重大科研成

果———“无脊椎动物RNA病毒圈的重新界定暠,央视

《新闻联播》还为此播发了一则新闻。

1.3暋近海环境动力学领域研究多点开花

暋暋物理海洋学是所有海洋学科的动力基础。2012
年,广西科学院新成立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围
绕北部湾海洋环境学和海洋动力学进行深入研究,应
用物理海洋学的方法合理解释了北部湾环流生成机

制、近海污染物产生原因、风暴潮增减水异常变化及

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等方面存在的一些

复杂现象,该研究成果填补了广西物理海洋学领域的

多项空白,推动了北部湾浅海动力学的发展。该研究

工作连续获得国家基金委10个项目资助,成为广西

获得国家基金委资助项目最多的海洋学科。

1.3.1暋北部湾环流生成机制

暋暋北部湾夏季环流的形式和琼州海峡水输运方向

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西南风作

用下,琼州海峡水交换从西向东;另一种观点则相反。
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进一步研究证实夏季粤西

沿岸海水通过琼州海峡向西进入北部湾。

暋暋1964年《中越合作北部湾海洋综合调查报告》[1]

中描述,北部湾内冬、春两季为逆时针气旋型环流,秋
季受逆时针环流控制,东北部有一顺时针环流;夏季

为反气旋型环流。根据南中国海环流图得出:冬季,
在东北风影响下,南海海水通过琼州海峡进入北部

湾;夏季,在西南风影响下,北部湾水体则通过琼州海

峡流向南海。对北部湾来说,经过琼州海峡的水交换

是冬进夏出的收支形式。之前,大部分论文都是建立

在风生环流的基础上,把风当做主要驱动力。这些论

述与中越联合调查结果不谋而合,但许多学者对这种

结论存在很大争议。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基于

国家基金课题“广西近海环流的特殊现象及其产生机

制暠的研究结果,以大量调查的资料作为研究和分析

依据,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三维斜压湍封闭动力学数

值模型对广西近海环流进行更细的网格计算和边界

条件改造,从实际观测数据和理论计算结果两个方面

进行比较,揭示了浅海区海底地形与环流运动之间的

响应关系,合理解释了环流的特殊现象及其产生机

制,成功解决了50年来北部湾的夏季环流结构与机

制存在的巨大争议,得出“北部湾北部夏季存在一个

气旋式环流,而不是反气旋式环流[2飊6]暠的结论。形成

这个环流的原因:(1)夏季入海径流量增大,大量淡水

在入海口堆积,导致海面由近岸向外海逐渐下降,混
合水形成的斜压效应驱使淡水沿越南沿岸向南流出

湾口,促使气旋环流形成;(2)夏季西南风向北岸吹

刮,使得外海水在广西近岸堆积,岸边海平面高于远

岸。按照地转流计算方法,由岸向外海面倾斜的正压

效应,将驱使沿岸水向西运动,加强了气旋环流形成;
(3)琼州海峡东部南海水持续向西流进入北部湾。这

些都科学解释了北部湾北部区域环流产生的机制和

物理海洋学的复杂现象,该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我

国浅海物理海洋学的研究内容。

1.3.2暋近海污染物产生原因

暋暋北部湾北部赤潮多发原因是由于海水中存在高

浓度的氮磷营养元素,这些元素并非来自广西沿岸的

陆源污染,而是通过动力学途径从琼州海峡东部海面

输送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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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随着沿海工业及养殖业的发展,广西沿

海附近水域海水质量有下降趋势,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增加,几乎每年都有赤潮现象发生。据统计,1995—

2012年共发生赤潮13次,其中钦州湾和廉州湾累计

发生5次,涠洲岛赤潮发生次数则为8次,占广西近

海赤潮总数的61.5%[7]。赤潮多发区域具有远离陆

地和工业污染区的特点。涠洲岛位于北部湾北部,距
离最近的广西北海市有37km 之远,岛上没有任何

工业设施,周围水域向来以“干净水质暠自诩,但该海

域却成为赤潮的高发区域。赤潮发生与氮磷营养物

质含量有密切关系,因此,研究涠洲岛氮磷营养元素

的来源及赤潮形成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广西北部湾

海洋研究中心通过实施“北部湾北部赤潮发生与动力

响应机制研究暠课题,在琼州海峡西面、涠洲岛西南侧

海域进行为期6个航次的现场大面积调查,并应用

FVCOM 数值模式计算广西沿海赤潮发生与氮磷营

养物质含量的关系,追溯高浓度氮、磷元素来源及传

送途径。研究发现,琼州海峡东部水由东向西进入北

部湾,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吻合[8飊9]。引起涠洲岛赤

潮多发的高浓度氮磷营养水体并非来自广西沿岸,而
是通过动力学途径从琼州海峡东部海面输送而来,其
源头主要是粤西沿岸水域及珠江口。这就科学解释

了涠洲岛赤潮发生区域氮、磷营养物质含量高于周围

海域的主要原因,首次揭示包括涠洲岛在内的北部湾

北部近年来赤潮产生的机制。该成果对琼州海峡东

部水进入广西沿海后的影响有了更新的诠释,为广西

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学依据。

1.3.3暋风暴潮增减水异常变化

暋暋风暴潮增减水在近岸港湾的强化、分布及极值的

出现与台风传入路径、港湾地形、大气重力波及海湾

共振有关。

暋暋广西沿海是台风的多发区。根据有关文献报道,
每年登陆和影响北部湾北部的热带风暴(台风)有2~
5个[10]。而每一次台风入侵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风

暴潮增水,据统计,从1965—2015年,登陆和影响广

西沿海的台风引起水位升高0.5~1.0m 有25次,1
m 以上的有16次,2m 及以上的有6次,风暴潮增水

造成严重的灾害[11飊12]。风暴潮增减水传入近岸港湾

后极值出现及分布发生重大变化,给预警预报带来很

大困难。广西近岸台风暴潮增减水强化机制的问题

一直未能从理论上找到依据。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

中心主要基于“广西沿海主要港湾风暴潮增减水及变

化机制研究暠课题的研究成果,并与20世纪80年代

开展的广西沿岸主要港口台风暴潮特征及其预报模

式研究成果相结合,初步建立了各港口台风暴潮的预

报方程[13飊14]。20世纪90年代,在对广西沿岸台风暴

潮的形成与台风路径和地形的关系、增减水分布规律

与强化机制的关系等研究结果[15飊17]进行比较的基础

上,根据各港湾的验潮资料,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

心进一步完善了各港口台风暴潮的预报方程,分析广

西沿海风暴潮增减水的形成原因,采用 FVCOM 水

动力模型、FVCOM飊SWAVE波浪模型以及FVCOM
飊SED泥沙模型,建立潮位、潮流、波浪、海底与风场等

多要素耦合、多参数方法的风暴潮模型,大大地提高

了广西风暴潮灾害预防研究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入
侵台风引起广西沿海风暴潮增减水变化具有明显的

区域特点[18飊21]:增水上升快,恰遇天文大潮,产生高水

位造成严重灾害;减水时间长,下降慢,无规律可寻;
风暴潮增减水在近岸港湾的强化、分布及极值出现与

台风传入路径、港湾地形、大气重力波及海湾共振有

关。台风暴潮增减水强化机制理论研究的突破为提

高其预报精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填补了区域上的研究

空白。

1.3.4暋海洋国土流失现象严重

暋暋我国北仑河口北侧局部岸段海洋国土流失现象

严重的原因,是东南偏东向的河口径流为主要营力之

一,同时,越南人为抬高河床,改变水流,加速我国河

岸侵蚀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暋暋近年来,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双重影

响下,我国的海湾生态环境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生
态系统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资源与环境安全问题日

益突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严重

影响我国海湾地区各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例如,北
仑河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

胁迫的影响,河口的自然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深水航

道不断向我国偏移,最大偏移量为2.2km,造成我国

一侧海岸冲刷,约1.9km2滩涂、多个小岛以及水下

小沙洲等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变迁,约8.7km2岸滩面

积的权属存在争议之地。为此,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

中心针对北仑河口海洋国土资源流失问题展开研究,
为我国海洋国土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北部

湾海洋研究中心以“产生北仑河口东向侵蚀的动力因

子研究暠课题实施期间获取的海流、泥沙、风、水深等

大量观测资料为基础,采用三维高分辨率非结构网格

有限体积潮流与风耦合模式,研究夏季主风向作用下

流场分布特征和小尺度涡;用已经取得的流场和风

场,计算这个海域波浪场和泥沙分布规律,特别分析

各种涡旋所造成的局部冲刷和淤积区;求出局部海域

的侵蚀和淤积,了解影响我国海岸不断变迁的主要动

力因子,进一步探讨这些动力因子对河口主航道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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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再塑作用,从河口海岸动力学方面探寻河口演变

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位于北仑河口北侧的我国竹

山岛沿岸受到明显冲刷、海洋国土流失现象严重的主

要原因,是东南偏东向(指向北侧海岸)的河口径流为

主要营力之一,稳定的往复潮流加速了北侧海岸的侵

蚀再塑作用,同时,越南人为抬高河床,改变水流,加
速我国河岸侵蚀。该研究成果为河口北侧整治工程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被直接应用于国家级北仑河

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海岸修复实施方案中[22飊26]。

1.4暋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成效显著

1.4.1暋广西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暋暋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
府决定把海洋水产业做为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纳入

全区沿海各级政府行为,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开发水

产资源大力发展水产业的决定》,明确广西海洋开发

的重点是浅海和滩涂的水产养殖。广西科学院属广

西海洋研究所认真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的号召,积极开展海水养殖苗种繁育与选育,海水健

康养殖、营养和饲料等研究,自主研发了方格星虫、文
蛤、獭蛤、巴非蛤、方斑东风螺、青蟹、中华乌塘鳢、石
斑鱼等人工育苗技术,为推动广西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暋暋(1)特色海产品种———方格星虫的人工育苗成功

推广

暋暋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繁育研究,至2004年在

国际上首次突破人工育苗技术难关,最后于2007年

实现了人工苗种规模化生产,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从2009年开始,广西海洋研究所每年培育方格

星虫苗种3500万条以上,推广养殖面积200~300
km2,为北海、钦州、防城港沿海养殖户解决大批量生

产种苗。同时,指导沿海养殖户熟练掌握方格星虫人

工健康养殖技术,为沿海农民增收致富做出了重要贡

献。“方格星虫规模化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及养殖推

广暠项目研究成果先后获2009年广西科技进步二等

奖、2013年广西技术发明二等奖和2016年广西科技

进步二等奖。

暋暋(2)传统养殖品种———文蛤、獭蛤、青蟹、中国鲎

等人工育苗成功推广

暋暋2000年后,广西海洋研究所利用建立的海水养

殖中试基地开展文蛤、獭蛤、青蟹、中国鲎等传统优势

养殖品种人工育苗研发及养殖技术推广工作,其中,
文蛤、獭蛤苗种规模化生产,年培育獭蛤苗种2亿粒

以上,苗种中培成活率高达90%以上、养殖成活率

60%以上;中国鲎人工繁殖技术取得突破,2014年成

功培育出中国鲎苗种100多万只;青蟹育苗连续10

多年来大规模化生产,成为广西沿海最大的种苗供应

基地。这些养殖种苗每年大批量供应给广西沿海养

殖户,为他们解决了生产上的难题。广西海洋研究所

开展的海水养殖品种育苗技术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
推动了海水养殖由岸上池塘到浅海滩涂及水域的发

展,为广西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西

海水养殖业产量超过海洋捕捞产量,广西海洋研究所

功不可没。多个养殖品种人工育苗技术研究成果获

得相关奖励,其中,“大獭蛤工厂化育苗及人工养殖试

验暠研究成果获2003年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巴非

蛤的人工育苗技术研究暠成果获2015年广西技术发

明三等奖。

1.4.2暋广西红树林保护区的建设

暋暋广西红树林资源在全国排列前位,是这一地区生

态安全的海上绿色屏障。为了保护广西红树林生态

系统,国家在广西建立了山口、北仑河两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广西科学院属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为保

护区的建设、规划和管理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暋暋历史上北仑河口潮滩曾生长着3338hm2的红

树林,经过1949年以前的海堤建设毁林、20世纪60
年代到70年代的围海造田、1980年与1981年的滥

砍滥伐和1997年以后的毁林养虾等4个破坏高峰期

后,红树林面积锐减至目前的1066hm2,我国北仑

河口的原生红树林损失68%左右。根据1998年遥

感资料分析,在东兴市万尾西南端和越南万柱岛东北

端连线之内的水域中,越南红树林面积为1029.87
hm2,占总面积的 97.12%;我国红树林面积仅为

30灡55hm2,只占总面积的2.88%。北仑河口特殊的

地理位置以及红树林的生态功能作用对于维护我国

的领土安全和海洋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

1983年原防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北仑河口竹山脚

红树林保护区。保护区的建设需要深入林区开展红

树植物种类组成、重要群落类型与特征调研,制作红

树植物群落分布图及红树林区土壤类型分布图,确定

红树植物分布及其面积、宜林滩涂面积及其斑块分布

位置等。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围绕这些需求为各个

时期保护区的建设方案制订、规划、升级、管理提供技

术支撑,经过地方政府主管职能部门的积极争取及广

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提供的技术支持,北仑河口竹山脚

红树林保护区于1990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晋升为省级北仑河口海洋自然保护区,之后又于

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实现了由县级管理向国家级管理的跨越,并成为

我国大陆海岸面积最大、保存较为完好的海湾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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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保护区。北仑河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于

2001年7月加入了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于2004年

6月加入中国生物多样基金会并作为该基金会下属

的自然保护区委员会成立的发起单位。

1.4.3暋国家的海洋核安全

暋暋核能安全问题一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特别是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核能的安全使用更

成为舆论和公众关注的重点。广西防城港核电站位

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红沙村沿岸,建于2010年

7月30日,2015年10月25日1号机组并网发电,同
年11月核电站临近海域暴发大量球形棕囊藻赤潮,
核电生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防止球形棕囊藻

赤潮暴发影响核电站循环水过滤系统,广西科学院属

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共同承担“防城港核电厂一期(2x1000MW)工程取水

海域球形棕囊藻赤潮暴发应急治理暠任务。广西科学

院属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负责赤潮预警监测、赤
潮巡视(应急)监测、赤潮应急消除后评估监测、赤潮

应急消除行动辅助性工作等。监测发现,调查海域球

形棕囊藻细胞丰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核电站取水明

渠中球形棕囊藻囊体(直经约30~200毺m)密度已达

到11000个/m3,直经为1~3mm 的囊体密度为3
个/m3,己经威胁到核电站循环水系统的安全运行。
为了保证核电站取水明渠不受球形棕囊藻囊体堵塞

的影响,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积极配合中科院海

洋研究所对核电站取水明渠赤潮实施应急治理,有效

控制了球形棕囊藻赤潮的生长,保证了取水口循环水

系统的正常运行。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科研人

员从2015年12月—2016年3月连续4个月战胜寒

冷天气、克服晕船困难,每天坚持清晨出海取样,中午

将样品送回实验室,下午立刻做检测,晚上出分析报

告。在全体人员努力下,一份份核电站取水海域赤潮

生物球形棕囊藻预警监测报告被及时、准确、高质量

地报送、传递,为做好赤潮灾害应急处置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为防城港核电的生产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2暋“十三五暠广西海洋科学研究展望

暋暋广西海域区位优越,东邻粤、琼,西接越南,南出

西太平洋,北靠大西南,拥有我国西南区域最便捷的

出海通道,自汉朝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暠始发港之

一,长期发挥着我国开放合作、与世界对接的重要门

户作用。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广西沿海

的社会经济发展,批准成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暠。
“十三五暠期间,国家赋予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

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

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

的重要门户“三大定位暠的明确定位。2017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广西有条件在“一
带一路暠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年10月,党的十九

大报告又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暠
的重要论述。国家的战略定位及十九大重要论述为

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新坐标,同时也对广西海洋经济

建设提出了更高和更为迫切的要求。广西海洋事业

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广西优势在海,希望在海,潜
力在海。北部湾、南海的广阔海洋,正是广西乘“一带

一路暠东风大有可为的战略空间,更是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资源优势。作为广西海洋研究的主要科研

机构,我们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因此,在海洋科学

研究方面必须以提升海洋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为核心,整合海洋科技发展资源,加大科技投入,重视

海洋教育和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组织海洋关键技术攻

关,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不断提高海洋开发和海洋服

务领域的技术水平。加快引进和培养科研、开发和管

理的各类人才,健全海洋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提高

科技对海洋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就目前而言,广西与

全国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海洋科技力量相对薄弱,创
新能力不强:海洋经济总量偏小,海洋产业层次较低;
海洋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海洋高素质人才队伍匮

乏。当务之急,要努力争取国家的支持,在广西北部

湾建设具有国内一流、国际极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海

洋科研机构,打造海洋科技创新团队,以服务海洋强

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暠战略,做好北部湾海洋这篇大文

章,更好地服务广西“向海经济暠的发展需求。同时,
广西科学院作为广西海洋研究的主要科研机构,在
“十三五暠期间要认真制订新的发展规划,确立新的建

设目标。2016年7月和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与广西科学院负责人座谈时指出:
科研院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找
准定位、明确目标,紧密结合广西的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产业发展,力争在一些优势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

破,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先进水平和较大影响力的地

方一流科研院所。要在推动广西产业发展和重大领

域科技创新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加快建立产学研

紧密合作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创造出更多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研成

果,真正使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广西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的讲话精

神,以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以提供创新科

技支撑和服务为目标,努力为广西的“三个定位暠战略

目标发挥科技先锋队的作用。通过科技创新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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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先进水平、较
大影响力的地方一流科研院所。在海洋科学研究

方面:

暋暋(1)整合广西科学院全院海洋科学研究力量

暋暋海洋科学研究是广西科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也
符合北部湾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尤
其在红树林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方面的研究已具有

国际水平,在北部湾海水养殖新品种培育和海洋环境

动力学方面在全区乃至国内均有一定影响。但目前

广西科学院海洋科学研究分属于广西北部湾海洋研

究中心、广西海洋研究所和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这

3个单位的体量均很小,科研人员总共不足80人,其
中海洋研究所还是转制院所。为保证广西科学院传

统优势学科的发展,持续为广西北部湾海洋生态保护

与海洋经济的发展作贡献,拟以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为基础,组建“广西北部湾海洋生态与经济技术研究

所暠。整合后广西科学院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

员数量将达到150人左右,研究方向也将在原来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建成具有一定人员规模、特色鲜明、
研究水平地方一流的科研院所。

暋暋(2)建立中国飊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联合研究中心

暋暋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暠战略背景下,中国和东盟

国家的科技合作已成为潮流。建立中国飊东盟海洋科

技合作联合研究中心符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也是落实“中国和东盟海上合作伙伴关

系暠的一个重要环节。广西是中国唯一海陆都与东盟

国家接壤的省区,也是中国面向东盟经济和科技合作

的门户、前沿和桥头堡。广西科学院位于首府南宁

市,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提出成立中国飊东盟海洋科

技合作联合研究中心,可以联合国内和东盟国家主要

海洋科研院所,充分发挥广西在海洋技术、人力资源、
海洋设备、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区位优势,更有效地推

进中国飊东盟海上科技交流和合作研究。同时,通过

中国飊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联合研究中心平台,与东盟

海洋科学界建立务实高效、充满活力的新型海洋科技

合作伙伴关系,共享海洋科技发展成果,通力合作,促
进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桂一带一路办发[2016]12
号文已经批准将“建立中国飊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联合

研究中心暠列入2017年度推进项目,广西科学院正着

手计划推进加快建设。

暋暋(3)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养殖示范基地建设

暋暋在整合广西科学院海洋研究力量的同时,加强广

西科学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养殖示范基地的建设,
更好地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产业发展提供更

多的技术服务。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发布的桂发改投资[2017]989号文的要求,为加

强广西海洋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提高广西海洋灾害风

险预警预测及评估综合能力,通过开展监测为海洋环

境保护技术提供科学依据,积极推进“广西防城港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试验基地暠建设进程,提升广西科学

院在环境监测及灾害风险预警预测及评估能力;开展

红树林生态保护与示范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拟与越南

海岛海洋局合作,在越南北方建立“中国飊越南红树林

可持续利用与保育示范区暠;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合

作,在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建立“中国飊东盟滨海湿地

保育技术培训中心暠;争取北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推
动北海国家(海洋)农业科技园“红树林生态保育与生

态经济基地暠建设,将该基地建设成在红树林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国际研究平台;完善北海市竹林

海水养殖基地建设,将该基地打造成集育苗、中培和

养殖示范于一体的“北部湾海水养殖示范基地暠“全国

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暠和“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暠,建设成为在国内及东盟一流的海水养殖研究基

地,更好地服务广西和东盟沿海国家传统海水养殖业

发展。

暋暋海洋是人类发展的出路所在。在陆地资源开发

余地越来越少,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今

天,面向海洋寻找出路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也许

是唯一的选择,广西为有这片海而骄傲,且已经充分

认识到,时至今日,这片海带给广西的不仅是一种诸

如“兴盐渔之利,得舟楫之便暠的传统认识,它还与广

西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息息相关,是一块我们

赖以生存的蓝色国土。而我们,作为广西从事海洋科

学研究的机构,更应把握机会,加速海洋经济发展,借
助科技创新的推动力,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海洋

经济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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