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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

研究院 ∏ ≤ ≥ 2

∏ 2
简称 ≤≥ 的邀请 国家科

技部委托山东省科委组织中央驻

鲁主要海洋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专

家组成山东省海洋科技代表团 于

年 月 ∗ 日对澳大利亚

进行了海洋科技考察访问 ∀在访问

期间 代表团与当地的海洋科研和

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重点就海洋

生物技术 !新品种培育 !疾病防治 !

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和考察 同时对澳大利亚的海

洋科技现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 ∀本

文重点对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技

术研究开发和管理特点与我国进

行比较和阐述 希望能对我国今后

海洋开发和管理工作有所启示 ∀

基本情况分析

澳大利亚的海水养殖研

究机构

澳大利亚开展水产养殖研究

的机构包括 ≤≥ 下属的 个研

究所 它们是 海洋研究所 !热带农

业研究所 !动物健康研究所 !畜牧

研究所 !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所 !昆

虫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 数学信息

服务中心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开

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包括 南极和南

海合作研究中心 !水产养殖合作研

究中心 ≤ √ ≤

∏ ∏ ∏ 简称 ≤ ≤ ∏2

∏ ∏ !渔业研究和发展合作组织

ƒ ⁄≤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

心 ≤ 等 ∀

澳大利亚计划土建投资 ≅

澳元建立生物技术中心 ∀目前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分别投入

≅ 澳元 ∀该中心建筑占地面

积 容纳 名科学家 ∀

澳大利亚 ≤≥ 共有 个下

属研究机构 ∀现有职员 人

年经费 ≅ 澳元 ∀海洋

研究所 ≤≥ 是

其中之一 该所是澳洲 大的海洋

科研机构 现有职员 人

年经费 ≅ 澳元 其中联邦拨

款 ≅ 澳元 ≅ 澳元来

自基金及其他途径 ∀该所的主要部

分设在塔斯马尼亚 × 的霍

巴特市 另在昆士兰州

±∏ 的克利夫兰 ≤ √

和西澳州的帕斯 ° 设有

分所 ∀

澳大利亚的海水养殖

澳大利亚目前水产养殖的总

产值约 ≅ 多澳元 ∀其中珍珠养

殖约 ≅ ∗ ≅ 澳元 金枪

鱼养殖约 ≅ 澳元 鲑鱼养殖

约 ≅ 澳元 牡蛎养殖约 ≅

∗ ≅ 澳元 对虾养殖约 ≅

澳元 其他养殖种类如鲍鱼 !贻

贝 !藻类等约 ≅ ∗ ≅ 澳

元 正在开发的养殖种类包括龙

虾 !青蟹 !岩礁鱼类 !鳗鱼 !螯虾 !虹

鳟鱼等 ∀据介绍 澳大利亚目前开

展人工养殖的种类已达 多种 ∀

澳大利亚的对虾养殖主要集

中在北澳州和昆士兰州的沿海一

带 ∀ 年的养殖产量 多

产值约 ≅ 澳元 ∀养殖种类主要

是斑节对虾 Πεναευσ µονοδον)和日

本对虾 ( Π.ϕαπονιχυσ) ∀当地产的一

种褐虎对虾 ,又称食用对虾( Π. εσ2

χυλεντυσ) 的养殖潜力正在受到越来

越大的重视 ∀这种对虾的适宜养殖

范围较日本对虾广 在澳州近海可

周年繁殖 ∀目前已完成小规模的试

养 显示了良好的开发潜力 ∀

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

技术研究现状

澳大利亚水产养殖和生物技术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发展科学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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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基础 扩大和改进水产养殖业现

状 ∀发展的策略是建立网络 开展

合作研究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对

虾 !牡蛎 !鲑鱼 !鲍 !龙虾 !鲈鱼和海

洋微藻等对澳大利亚的产业发展

有重要意义的种类上 ∀

澳大利亚 ≤≥ 下属的海洋

研究所正在执行的科研项目主要

有 个 分别涉及渔业管理 ! 水产

养殖和生物技术 !热带和中上层鱼

类 !海岸带管理和海洋学等领域 ∀

水产养殖和生物技术项目由海洋

研究所设在霍巴特和克利夫兰的

研究室共同承担 有 多位研究

人员承担相关的研究任务 包括以

下 个子研究项目

营养学

目标是研制优质饵料 开发更

好的投饲技术和策略等 ∀

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澳州自己

生产的配合饲料 以替代进口饲

料 包括新蛋白源的开发 用当地

产的动植物蛋白替代或补充进口

鱼粉 ∀用开发出来的强化稳定同位

素技术 跟踪和确定营养成分在动

物消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 ∀其目的是研制营养平衡 !

可供养殖动物有效利用并对养殖

环境产生 小影响的配合饲料 ∀对

微藻在幼体培育和成体养殖中的

作用也进行了研究 已证明在牡蛎

养殖中补充微藻生长率可增加

∀

繁殖和遗传学

包括选择育种 主要养殖对象的

人工控制繁殖技术 转基因技术等∀

海洋研究所和热带农业研究

所正密切合作 致力于对虾选种和

遗传改良研究 以求获得快速生长

的对虾种群 ∀在塔斯马尼亚 这些

方法也在用于牡蛎 !鲍和鲑鱼的选

种育种研究 ∀对虾和牡蛎的转基因

技术在海洋研究所 !野生动物生态

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同时进行 旨

在培育生长快 !抗病力强 !饵料转

化系数低的水产养殖新品种 ∀

养殖对虾的遗传改良 从繁殖

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开始 应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 分析标记基因的结构

和功能 逐步进行养殖种群的遗传

改良 ∀对野生种群进行驯化 驯化

的种群用于养殖生产 选择育种计

划和养殖生产密切配合 互相促

进 ∀选择育种的研究结果表明 大

虾和小虾后代的遗传差异达

与野生种群的后代相比 子二代的

生长表现增加 子 代增加

显示了良好的选择效果 ∀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养殖对

虾疾病的挑战 ≤≥ 的海洋研究

所和昆虫研究所正密切合作 应用

遗传工程技术来解决养殖对虾的

疾病问题 ∀转基因技术正在被用于

提高对虾的抗病力和生长率 分子

标记技术已用于识别种群结构和

种间差异 ∀⁄ 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技术也已在对虾 !牡蛎的育种中得

以应用 ∀

水产养殖环境

改善生产技术 提高养殖效

益 大限度地减少养殖活动对环

境的影响 ∀

在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 澳大

利亚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努力把水产养殖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降到 低 ∀ ≤≥ 与水产养

殖合作研究中心和产业部门密切

合作 正在开发一系列技术 包括

有效地监测养殖池和养殖排放水

的理 !化和生物学指标 研究和设

计新的水处理系统 使用藻类和牡

蛎以清除养殖水体中过量的营养

物质等 ∀对虾池营养动力学的研

究 有力地促进了水质控制和虾池

管理技术的提高 ∀在塔斯马尼西胡

恩河口区进行的研究 则重点放在

监测水质条件和该区域的养殖生

态容纳量方面 ∀

海洋微藻和生物技术

搜集和保存澳洲 !南极及有关

国家的微藻资源 开发用于营养和

生物技术应用的技术 ∀

≤≥ 的微藻研究中心设在霍

巴特 其任务是筛选和保存澳大利

亚的海洋微藻 为种质保存和水产

养殖业服务 ∀该中心建有完善的微

藻研究和保存设施 ∀目前已保存有

多种 ! 多株海洋微藻 除澳

洲产的种类外 还有从南极及世界

各地采集和交换的种类 ∀现在该中

心向澳洲及东南亚一带的育苗场

提供微藻藻种 并生产藻浆和微藻

粉 ∀从微藻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的

研究也在进行 其产品在医物 !保

健以及化妆品业中均有广泛应用

前景 ∀

海洋天然产物

从海洋生物中筛选和生产富

含营养物质 ∞° ⁄ 的脂类产

品 ∀

目前致力于开发富含 ∞° 和

⁄ 的鱼油制品 ∀原材料除采用鱼

类及渔业副产品外 也在开发从真

菌 !酵母和海洋细菌中提取多不饱

和脂肪酸 ° ƒ 的技术 ∀

有关对虾的研究工作主要集

中在生态环境 !遗传改良 !健康管

理 疾病防治 和营养 个方面 ∀研

究经费除联邦拔款以外 政府还规

定养虾业者每养殖 对虾 需交

纳 澳元的费用给科研机构 用

于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

则及时返回养殖业者 支持养殖业

的发展 ∀

澳大利亚海洋生物技

术研究开发和管理的

特点

与我国相比澳大利亚在海洋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上 有以

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高度重视海水养殖业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 坚持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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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属于地广人稀 !资源

十分丰富的国家 自然条件十分适

合发展水产养殖业 ∀发展水产养殖

业是以与生态环境和谐为原则 千

方百计把发展养殖业对生态环境

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 低 处处显

示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保证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开展与水产

养殖相关联的研究以及有关的管

理法规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研

究项目的设置具有突出而统一的

主题 ) ) ) 可持续发展 具体表现在

对野生渔业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也

表现在对不同养殖方式影响环境

的机理 !方式和强度等问题的预先

评估 甚至还表现在研究导致养殖

动物不育的途径 以预防养殖个体

逃逸后可能对自然生态结构造成

破坏 ∀在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

有健全的法律法规 对新建水产养

殖企业严格控制 严格审批 要经

过包括环境部门在内的多部门的

评估 从选址 !规模 !养殖种类 !苗

种的来源 ! 产量 ! 养殖废水的排放

以及产品的去向都有严密的管理

制度和措施 ∀其次 严格控制新品

种的引进和当地品种的输出 避免

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不良的影

响 ∀对于自然资源的捕捞 实行准

捕证和配额制度 必须到指定的专

用码头销售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

大国 国情不同于澳大利亚 但贯

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同的 ∀我

们应对我们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过

程尤其对对虾和扇贝养殖的经验

和教训进行反思 对新品种的引进

进行认真研究和总结 防范于未

然 ∀我们在重视渔业生产发展的同

时 也要高度重视环境 ! 生态的综

合效益 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 ∀

重视高技术研究和基础

研究 研究内容和对象

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前

瞻性 研究结果具有明

显的深入性和精确性

澳大利亚在水产养殖业发展

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不如我国 但他

们对高新技术和基础研究高度重

视 ∀澳大利亚投资 ≅ 澳元的土

建费 建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目

的就是跟踪国际生物技术研究的

前沿 立足本国资源 开发本国的

生物技术产品 ∀该中心提出的口号

是 /发展该领域 指生物技术 的人

们将会赢得未来的重要一块0 充

分体现了发展生物技术的重要性

和前景 ∀在海洋生物技术领域 在

转基因技术 ! 多倍体诱导 ! 海洋活

性物质 ! 海洋药物 ! 对虾病毒病的

检测和诊断 ! ⁄ 标记辅助选择育

种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进展和成

果 ∀

在基础研究方面 各部门不搞

小而全 研究内容不贪面广 研究

十分深入 从而代表该领域的研究

潮流 ∀具体表现在对有养殖潜力的

种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对驯化 !

繁育 !生理特征和营养方式等养殖

生产时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预

先研究明确 尤其是重视从当地野

生种群中筛选可供养殖的种类 而

许多具体内容是直接面向水产养

殖的实际需要 ∀真正做到了今天的

基础研究是为了明天的技术 !后天

的产业的发展 ∀

我国的有关研究工作十分缺

乏类似的东西 ∀研究工作中的 / 浮

躁风气0 对我国科研事业发展的制

约作用不亚于经费投入不足所产

生的影响 ∀在项目设置和实施管理

过程中 要真正重视如何保证投入

的 大产出 尽量避免重复投入和

低水平结果的重复产出 ∀

产 !学 !研结合 真正形

成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的有效机制

澳大利亚在产学研结合 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 建立

了良好的机制 ∀例如 为使水产科

研和产业密切结合 成立了水产养

殖合作研究中心 ≤ ≤ ∏ ∏2

∏ 由产业部门 ! 大学和研究机

构共同组成 政府部门参与协调和

管理 研究项目的组织管理具有完

整的系统性和学科交叉性 ∀中心根

据水产养殖业发展的需求 提出研

究项目 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

组成各学科配套交叉的项目组 分

工负责 各有侧重 并特别注重项

目研究前期的设计工作 ∀采取真正

意义上的跨部门 ! 跨地域 ! 跨学科

联合 ∀既有纵向的协调 也有横向

的交流 ∀这样做的结果 避免了各

系统和各部门之间的重复和浪费

发挥各自学科优势 实现了优势集

成 ∀研究经费除政府资助部分外

其他部分由产业部门和参与的大

学 ! 研究所共同承担 研究开发出

来的成果即转移到产业部门 ∀这

样 共同的利益把产学研各方面紧

密结合起来 有效地避免了科研与

生产脱节 ∀

我们在产学研结合方面也作

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一些经

验 但一些关系还没有理顺 ∀必须

加大改革力度 打破部门界限 通

过利益的结合和有效地运作 真正

把科研 !产业和大学等各方面的利

益结合在一起 真正做到科学技术

为经济建设服务 经济建设依靠科

学技术 ∀

完善的设施建设和先进

的仪器设备条件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良好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科学研究和产

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澳大利亚现有

多家大学和研究所从事海洋生物

技术的研究 研究设施相当先进

但政府仍决定要投巨资新建生物

技术研究中心 ∀用澳方科学家的话

说 就是要想在生物技术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 在国际竞争中不落后

就必须建立一流的研究设施 ∀在访

问各类科研 ! 教学和产业单位中

完善的设施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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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象 ∀

我国人口多 底子薄 财力有

限 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长期以

来欠帐较多 ∀在进入新的世纪之

后 如何加大投入力度 逐步建立

和完善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的先进科研设施 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问题 ∀

灵活的人才政策和广

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澳大利亚在科研队伍建设中

采用的是灵活的人才政策 科研队

伍是流动的 不断有人员交流出

去 又不断地有新的力量补充进

来 从而保证了科研队伍的活力

知识不断的补充和更新 ∀在国际合

作方面 他们与世界有关海洋生物

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有着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澳大利亚为了

持续发展热带与亚热带水产养殖

业 与亚洲国家建立了病害和健康

管理协助工作组 我国也有 名专

家参加 ∀目前 对虾白斑综合症病

毒 • ≥≥∂ 和黄头病毒是主要合作

的研究内容 ∀

我们在科技队伍建设和国际

合作与交流方面也有许多好的想

法和做法 但 终要使科技人才的

真正流动起来 还有赖于科技体制

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需要我们采取

措施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合作范

围 寻求更多的合作途径 学习对

方的长处 加速和促进我国海洋科

技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

我国海洋开发和管理

的措施

切实贯彻可持续发展

方针

我国是人口多 !资源少的发展

中国家 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针对于

我们尤其重要 ∀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 要注意好资源 !环境 !生态之间

的关系 ∀借鉴澳大利亚在发展水产

养殖业中的一些做法 认真总结我

国水产养殖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

训 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切实落到

实处 ∀加强海洋立法和管理 加大

宣传力度 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自觉

性 ∀

加速科技体制改革和

院所建设 以进一步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需要

目前的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

攻坚阶段 成败与否 关系到进入

世纪后 我国的海洋科技事业能

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局 ∀这次

对澳大利亚的访问 更加强了我们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同时也加重了

紧迫感 ∀

进一步加强海洋科学

领域中的优势集成 加

强协调和管理
近年来 驻鲁各大单位承担了

攀登 ! 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计划项目等重大项目 在联合攻

关 !团结协作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

很好的经验 应进一步总结 ! 提

高 ∀实行课题制和首席科学家制

层层负责 互相配合 不断提高管

理水平 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 大

胆引进和使用人才 ∀

加强海洋科学重点实

验室建设

青岛作为国家海洋科技中心

至今还没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应

采取重点扶持的办法 在已有的基

础上 建立 ∗ 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以集中学科优势 跟踪和跨

越国际前沿学科 扩大我国在世界

海洋科学领域的影响 提高国家的

地位 ∀

加强种质资源的管理 !
研究和保护

在新品种引进中 采取有效措

施 避免盲目引进 !重复引进 !监管

不严 !检疫不严的现象发生 加强

对生物技术产品 如转基因生物 !

多倍体生物的管理和监督 尽量防

止和避免这些产品的逃逸对当地

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危害作用 ∀

把发展海洋旅游 !生态

旅游做为发展海洋经

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澳大利亚开发海洋旅游 !

生态旅游的经验加强海洋旅游的

宣传和鼓动工作 广造舆论 吸引

游客 为沿海经济的发展多辟途

径 ∀ 本文编辑 刘珊珊

信息 # ΙΝΦΟΡ ΜΑΤΙΟΝ

国家 项目子课题/扇贝大规模死亡的流行病学研究0取得重要进展

近年来随着养殖病害的不断加剧 作为我国北方海水养殖产业支柱品种之一的栉孔扇贝的大规模死亡现象频繁发生

已经极大地威胁了这一高效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据有关资料 ∗ 年 仅山东省因扇贝大规模死亡而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就达 ≅ 元 ∀

为了尽早查清病原 自 年起本课题组在国家 项目的资助下 对山东省内主要扇贝养殖海区开展了系统的病原

学和流行病学调查 通过全面排查和病理学观察 在病害高发期的病贝体内发现一种具双层囊膜 !直径约为 的球形

病毒粒子 ∀该病毒粒子出现在各器官的细胞质内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完成了对电镜切片中所发现的病毒粒子的分离与纯

化 经初步鉴定 该病毒属 类病毒 ∀目前 有关病毒的人工感染实验 !致病力及进一步的鉴定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中 ∀

王崇明 !王秀华 !宋微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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