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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在。九五。期间，承担和参与国家海洋863计划、。九五。攻关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和重点基金、科学院和省市地方

等各个层面的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五年内，全所共发

表论文722篇，出版专著55部；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化项目2项；

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5项。

在基础研究方面，。东海海洋通量关键过程的研究。较系统

地研究了长江口和东海物质通量的分布及其变动规律，出版了

《东海海洋通量》专著，为我国陆海相互作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典型海湾生态系统过程与持续发展研究。进一步完善了

国际先进、国内首创的生态过程研究技术，开展了生源气体

DMS、DMSP生态过程研究，提示了人类活动对胶州湾生态系统

长期变化造成的影响。。香港及珠江口海域富营养化及有害赤

潮研究。，初步建立了有赤潮预警数学模型；。晚更新世末期陆架

沙漠一黄土堆积群的研究。。提出了晚更年世末期。三元沉积结

构’新理论和下蜀黄土形成的近缘多源沉积说。。南沙珊瑚礁生

态营养源及其收支。，在国内首次测定了活珊瑚和死亡后营养盐

释放的时间变化，为进一步揭示。珊瑚礁营养盐之迷’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泥一水界面过程对渤海南部海域磷硅循环的影响’，

提出了。自然粒度下形态(FNG)’的新思路。该所主持的国家攀

登计划B。海洋增养殖动物优良种质和抗病机制的研究’项目已

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

海洋高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突出。在国家863高技

术计划重大项目。海洋动物性别控制和多倍体苗种培育技术’

中，三倍体中国对虾培育取得突破，苗种具有明显生长优势，养

殖产量和抗逆显著提高。在全雌牙鲆遗传育种技术研究中，突

破了灭活精子遗传物质并保持其运动和受精能力的关键技术，

完善了诱导牙鲆卵雌核发育和功能雄鱼的培育技术，为实现全

雌牙鲆的产业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海洋动物分子遗传标记

选种技术。在红鳍东方鲍种质鉴定及纯系培育的研究中取得重

大进展，从分子水平证实了红鳍东方鲍，和假睛东方鲍在分类上

应属于具有不同表现型的同一个种；并筛选到一个引物，可扩增

出一条900bp的只在假晴东方鲍中出现的特异性片段，利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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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可以对上述两种东方进行有效的

鉴定；目前已经对该片段进行了DNA

序列测定，可望开发出简单、有效、．快

速的鉴定方法，用于红鳍东方鲍的亲

本选择和纯系培育。‘海藻良种化养

殖。项目在海带新品种培育、裙带菜克

隆系间的杂交育种、紫菜良种纯系育

苗和养殖、海藻生物反应器的的研制

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为我国海藻养殖生产用苗提供了高技

术的实用技术；尤其是。紫菜种苗工

程’解决了当前我国紫菜育苗生产上

迫切需要解决的纯系良种化和种苗工

程化问题，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

态效益，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进

步一等奖。。优质甲壳质、壳聚糖工业

化生产新技术’研制开发出一种新型

生态农药。农东一号。浸种剂，被列为

国家。863。重大产业化项目，进行了规

模生产和大面积示范试验，取得了显

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抗肿瘤海洋生

物新药。项目从海洋生物获得四种先

导化合物，并进行了药效实验和临床

前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海洋生物

多糖新药。项目研制的。褐藻多糖硫酸

脂。(FPS)，对肾功能衰竭具有特殊疗

效，现已经完成了二期临床研究，申报

了发明专利，并取得新药证书。在。海

藻综合利用技术。项目研究中，自主开

发形成的马尾藻碘晶和海藻天然抗氧

化剂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已经申报

两项国家发明专利；还筛选出两种分

别富含EPA和DHA的海洋微藻藻种，

并开发出具有很好保健功效的复方微

藻胶囊。此外，在海洋腐蚀环境及防腐

新技术研究中，解析了海水一海泥界

面的电偶效应和极性逆转现象，发现

不同合金元素对钢铁腐蚀速度影响的

特性和规律，提出不同腐蚀区带合金

元素对低合金钢耐蚀性能影响的回归

方程式并应用于实际中；研制成功了

。模拟海洋腐蚀试验机。，开发了。海龙

Ⅱ型铝基牺牲阳极”，为海洋钢铁设施

防护开辟了一条新路，成果获得了山

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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