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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庆祝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 70周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于 1950 年 8 月 1 日, 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国立机构, 是我

国海洋科学的发源地。 

2020年, 海洋研究所迎来 70周年华诞。70年来, 研究所从最初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

物研究室不断发展壮大, 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一代代优秀的人才队伍, 成长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综合实力

最强的综合性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70年来, 海洋研究所不断引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在实验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海洋环流

与波动、海洋地质与环境、海洋环境腐蚀与生物污损、海洋生物分类与系统演化以及深海研究等方面做出了

许多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取得 1900 余项科研成果, 共发表论文 140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6400 余

篇), 出版专著近 300部; 授权专利 1100余件; 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278项。 

随着 2012 年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学考察船“科学”号建成运行以及 2013 年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的启动实施, 海洋研究所将研究区域进一步从近海向

深远海拓展, 以西太平洋及其邻近海域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海洋系统”的视角开展综合性协同调查与研究, 在

深远海综合探测体系构建、西太平洋科学研究、近海生态灾害防控与海洋探测装备研发等方面取得了跨越式

发展, 引领我国深海大洋研究跻身世界前沿。 

七十载筚路蓝缕, 迎今朝春华秋实。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 70 周年之际, 《海洋与湖沼》特别组织了

本专刊, 以反映 70年来海洋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及其对海洋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本专刊共载 31篇论文(分两期发表), 包括 13篇专家综述、18篇研究论文。综述文章主要结合海洋研究所

70年来的发展历程, 综述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从学科建设角度, 总结了海洋研究所建所

学科——海洋生物学从基础研究到助力产业的发展历程与贡献, 阐述了对生物海洋学的内涵理解和发展理念, 

综述了海洋化学、沉积动力学、灾害动力学等海洋学科的代表性进展。在海洋生物学方面, 综述了生物多样性

等基础研究发展动态, 也分析了优良海水养殖种质创制、生物产品高值化利用等应用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围绕海洋环境与生态安全, 综述了海洋动力灾害和有害藻华等生态灾害的研究进展, 总结了典型海域生境修

复与资源养护、环境腐蚀及防护等代表性成果及其示范应用情况。此外, 专刊还展示了近年来海洋研究所在中

国近海及西太平洋环流变异及其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海洋沉积与岩石圈动力学、海洋环境腐蚀、深海极端

环境探测和生命过程研究、中国近海及西太平洋浮游生物多样性、富营养化演变机理及生境资源修复、贝类遗

传发育等领域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希望本专刊的出版能够增进广大读者对于海洋研究所乃至我国海洋科学研

究的了解, 促进国内外海洋领域专家的相互交流, 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再上新台阶。 

本专刊得到了海洋研究所及相关院所、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为此专刊贡献文章的科研工作者达到

一百多位。为保证专刊的高水准和顺利出版, 审稿专家、编委会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海洋与湖沼》编辑部也

精心组织和通力合作。在此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 值此海洋研究所 70华诞之际, 感谢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海洋研究所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同仁。 

展望未来, 海洋研究所将始终牢记“耕海探洋、唯实求真”的所训, 秉承“博学创新、厚德致远”的所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海洋强国建设、海洋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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