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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巨资建造的
“
东方红 2’’号海洋综

合调查船缘何一度大部分时间停泊码头
,

生

存难以自保 ?

在青岛海洋大学
“

东方红
”

号调查船服役

期满即将退役之时
,

经国家计委立项
、

国务院

批准
,

决定在
“

八五
”

期间投资建造
“

东方红 2
”

号海洋综合调查船
,

以满足青岛海洋大学培

养海洋科技人才和海上调查及跟踪世界海洋

科技发展和海洋调查先进水平的需要
。

199 2 一 19 95 年期间
,

由国家投人 9 00 0 万

元为青岛海洋大学建造
“

东方红 2
”

号海洋综

合调查船
。

该船为 35 0 0 吨级
,

建造时充分体

现了跟踪国际先进海洋调查船的要求
,

其主

机
、

减齿轮箱
、

轴系及可调桨系统
、

发电机
、

导

航
、

辅助锅炉
、

燃油净化设备
、

通讯
、

中央空调

等主要设备均采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产

品 ; 其 自动化程度
、

安全可靠性堪称一流 ; 其

主要性能与国外当时新建的船只相当
。

该船

船长 % 米
,

型宽 15 米
,

吃水 5 米
,

排水量

3 404 吨
,

最大航速 18 节
,

经济航速 14 节
,

最

低航速 0
.

5 节
,

定员 1% 人
,

续航力 13 00 0 海

里
,

自给力 6 0 昼夜
,

可满足渤海
、

黄海
、

东海
、

南海和除南北纬 60 度以外的各大洋进行海

洋科学考查的条件要求
。

船上设有 巧 个不同

类型的实验室
,

为物理海洋
、

海洋物理
、

海洋

大气
、

海洋化学
、

海洋生物
、

海洋地质和海洋

地球物理等学科的综合调查和同时进行分析

研究提供了条件
。

船上生活设施齐全
,

为上船

工作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
。

像这样一艘先进的海洋综合调查船
,

本

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使用功能
,

然而
,

该船 自

199 6 年 1 月投人运行后
,

开始几年的大部分

时间停泊码头
,

每年仅承担几个月的学生实

习任务
,

不仅没产生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

而且生存也难以 自保
。

是否我国的海洋调查船多到无处使用的

程度呢?其实不然
。

那么又是否我国的海洋调

查船均很先进
,

使这样的一艘新船不得不大

部分时间闲置码头呢 ?其实也不然
。

我国的海洋调查船虽然为数不少
,

但多

数船只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建造的
。

由于

当时造船水平不高
,

机械及材料落后
,

建造海

洋科学调查船的经验不足
,

因此
,

这些调查船

的整体建造水平不高
,

不能适应现代化海洋

科学调查的高速发展的需要
。

此外
,

多数船只

已步入老龄之列
,

船只性能和设备本身落后
,

仪器
、

设备也未得到及时更新换代
。

而
“

东方

红 2
”

号海洋综合调查船
,

其性能在国内海洋

调查船中处于明显的优势
。

“

东方红 2
”

号海洋综合调查船建成之初

没能得到充分使用的原因有三
:
一

、

由于该船

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设计
,

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建造
,

在物价上涨
、

汇率并轨和其他始料不

及的因素的影响下
,

使得该船的海洋调查设

备未能按原设计要求配置
,

一些重要的海洋

调查设备被迫砍掉
,

这就使该船的使用功能

与原设计要求相 比大为受限
,

影响了该船的

使用
。

二
、

该船是一艘大船
,

船舶运行经费较

为昂贵
,

使得中小型 的科研调查项 目及学生

实习有的用不起船
,

导致船舶停靠码头时间

长
,

年在航日数短的结果
。

三
、

我国的海洋调

查船归属多个部门或单位
,

缺乏全国性的统

一使用计划和调度
,

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费条

块分割的原因
,

许多项目
,

本来应对船只性

能
、

技术要求较高
,

也只得使用并不是合适的

船只来执行
。

这使
“

东方红 2
”

号海洋综合调查

船失去了一些承担任务的机会
,

导致该船一

度陷人任务少
,

补充设备难
,

自身的造血功能

受到了限制的困难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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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市场规律
,

国有资产得以盘活 ;走

资源共享之路
, “

东方红 2 ”号海洋综合调查船

的开发使用渐入佳境

船舶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20
一
25 年

,

到期

就要退役
。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经几年运行
,

正处在最佳使用期
,

学校感到
,

现在如不能把

国家投人的这份 90 00 万元资产盘活
,

就是对

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
,

盘活这份资产
,

使之发

挥应有的效益
,

为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多做

贡献
,

刻不容缓
。

青岛海洋大学一直探索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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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
、

建成国家公用的海洋科学调查船

之路
,

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近年来
,

通过努力开拓用船市场
,

并针对

仪器设备不配套的不足
,

我们采取与用船方

互惠互利
、

联合共建的运作方式
。

同时
,

努力

加强船员队伍建设
,

发挥高校人才优势
,

强化

服务意识
,

添置仪器设备
,

改善船只的出航调

查和科研条件
。

19 99 年以来
“

东方红 2
”

号仅

承担的大型海上调查项 目就有中德渤海生态

系联合调查
、

国家重大基金项 目海上调查
、

中

美海底光缆路由改道勘测
、

东亚交汇海底光

缆青岛浅海段路由调查
、

亚太二号海底光缆

路由调查等多项
。

国家海洋局杭州海洋工程

勘察设计中心
、

国家海洋局青岛海洋工程勘

察设计研究院在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上安装

了价值 500 余万元的两套多波束系统 ; “

东方

红 2
”

号调查船还接受赞助安装了可与世界各

国直通话
、

发传真
、

电传和 E 一 m ail 的船用通

讯 B 站
。

更为可喜的是
,

国家 863 计划海洋领域

海洋监测技术 8 18 主题高技术海洋调查仪器

经过几年的研制
,

已生产出一批产品
。

这批产

品将陆续集成到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上
,

以承

担仪器的试验并最终达到能够承担多学科海

洋调查 的需要
。

它们包括高精度 CT D 多面

仪
、

船用 多功能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

(A D CP )
、

海面海水层光学测量系统
、

海面微

结构光学测量装置等
。

目前
,

这批高新技术仪

器在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上集成和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不断自我完善
,

使
“

东方红 2
”

号调

查船短缺的调查仪器得到补充
,

使其潜在的

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

形成调查船性能和仪

器设备的综合优势
,

提高了
“

东方红 2
”

号调查

船的利用率
。

在联合
、

开放
、

信息资源共享体

制下
,

8 18 船用海洋监测高技术集成后的
“

东

方红 2
”

号调查船将逐步成为我国海洋科学研

究与高水平教学的海上一流实验室
,

吸引国

内外海洋科学家广泛合作
。

3
.

期待着海洋调查船管理新体制出台

海洋调查船开发使用走向市场
,

与用船

方自谋结合
,

这无疑较经费条块分割
、

调查船

系统所有的旧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然而
,

实践过程中仍然感到有许多难尽如人意之

处
。

譬如
:
整个国家的海洋调查船资源怎样才

能做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 怎样才能使船方和

用船方都达到最佳选择 ? 怎样使海区相同时

间相近的项目安排在同一航次调查 ? 怎样能

使海洋调查船走出条块分割的框框
,

又能有

个比较规范的市场
,

使本系统的调查船资源

为社会所共享 ? 怎样走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

非常需要海上调查
,

但海洋调查船又利用率

很低这种怪圈 ?等等
。 “

东方红 2
”

号海洋调查

船高效率的使用
,

且承担可充分发挥调查船

条件优势的任务
,

做到物尽其用
,

这是大家关

注的问题
。

我们期待国家对海洋调查船开发

使用能有个统一调度的管理体制
,

结合市场

竞争
、

调节
,

使海洋调查船开发使用更具有秩

序和活力
。

这里不妨借鉴一下国际上海洋调查船的

管理和使用模式
。

日本的海洋调查船归海洋

水产厅统一调度安排
,

经费由海上自卫队统

一掌握
,

海洋水产厅将下一年度全国海洋调

查的用船计划统一汇总
,

根据船舶的适航情

况提前逐项下达给各船
,

海上自卫队依据各

船承担的任务将运行经费一次性划拨给每一

条船
,

且每一条船计划航行 的日数大体在

20 0 一
25 0 天之间

。 “

东方红 2
”

号调查船 自

19 % 年 1 月投人运行以来
,

青岛海洋大学学

生海上实习用船时间
,

年平均用船的时间在

6 0 一 7 0 天之间
,

加上科研项目用船和合作用

船的日数
,

与日本的海洋调查船的用船日数

相比
,

相差甚远
,

资源浪费很大
,

可挖掘的潜

力也很大
。

目前
,

国际上对海洋调查船
,

特别是对高

投人建造的新一代海洋调查船实行开放管理

已成为流行模式
,

这其中以美国海洋调查船

管理方式为代表
,

美国的海洋调查船除了部

分专业调查船由美国海军
、

海岸警备队
、

环境

保护署
、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海洋大气局
,

以及美国地质调查协会管理外
,

主要是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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