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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海洋产业

▶ 本报记者 叶伟

近日，超大型风渔融合网箱平台“伏羲

一号”在广东省汕尾市建成投运，并完成

首批养殖鱼苗投放。该平台可正面抗击

17 级超强台风，预计年产优质海水鱼类

约900吨，年产值达5400万元，对我国“海

上风电+海洋牧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

要示范意义。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发展势头迅猛，

“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正在成为海上风

电开发主要趋势之一。业内人士表示，

“海上风电+海洋牧场”展现出新能源与

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能够实现

清洁能源与安全水产品的同步高效产出，助

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

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

“伏羲一号”位于汕尾中广核后湖 50
万千瓦海上风电场中心场区，距离汕尾海

岸约 11 公里，由网箱主体结构和上建平

台两部分组成。其中网箱主体结构长 70
米、宽 35 米，水深约 25.7 米，养殖水体达

6.3万立方米，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风渔

融合网箱平台。

“伏羲一号”平台由中广核（广东）新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于2023年8
月开工，总投资额 2 亿元。据介绍，绿

色＋智能是该项目的两大亮点。中广核

“伏羲一号”不仅全部依靠绿色能源供能，

还配置应用了绿电供能保障、气水联合投

喂、网衣自动清洗、环境监控预警、活鱼保

鲜驳运等五大海洋牧场智能化系统，通过

监控室集中控制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和调

控，既保障了整个养殖过程的顺利进行，

也提高了养殖效率。

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绿色电力，蓝色

粮仓。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通过海上风电与

海上牧场融合发展，不仅可为深远海海上

牧场进行供电，还能进一步发挥风电机组

基础与管桩的作用，为网箱提供结构支

撑，实现“海上粮仓+蓝色能源”立体开

发，解决单一海洋资源开发瓶颈问题，提

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

“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的融合，能够

起到相互促进作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说，

“对于海上风电来说，不仅能够通过养殖

利润收入覆盖风电项目建设成本，而且能

够改善生态环境，修复海上风电建设对海

洋生态的破坏，推动海上风电行业生态

化、规模化发展；对于海洋养殖来说，利用

海上风机的稳固性，在风机基础周围建设

海产品养殖和牧场平台，可以为海洋生物

提供良好的栖息场所，降低牧场运维成

本，提高生物养殖容量。”

各地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山东、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

地正在稳步推进“海上风电+海洋牧场”

项目建设，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在山东省，中广核莱州“海上风电+
海洋牧场”项目装机容量 304 兆瓦，于

2023 年 3 月全容量并网，当年发电量达

7.2978亿千瓦时，预计今年上网电量可突

破10亿千瓦时。按照项目每年上网电量

10 亿千瓦时计算，每年可节约标煤消耗

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万吨、二氧

化硫排放5700吨、氮氧化物排放8500吨。

在广东省，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

公司研发投运的全球首台风渔一体化智

能装备“明渔一号”于去年 8月在阳江市

海域成功吊装。风机吊装后在离岸近百

公里、水深近 50 米的深远海环境中开展

金鲳鱼、石斑鱼等高品质鱼种智能化养

殖，并在全球首次实现绿电一体化直供养

殖的低碳渔业模式。

在福建省，全球首座风渔融合浮式平

台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国能共享号”

于今年6月28日投产，在浮式海上风电领

域开创了“水下养鱼、水上发电”的海洋经

济开发应用新场景。投产后，“国能共享

号”4兆瓦风电机组满功率运行一天可发

电9.6万千瓦时，能满足约4.2万人一天的

生活用电需求；一个养殖周期的鱼品收入

可达到数百万元，实现新能源发展与传统

海洋经济互促共赢。

秦海岩表示，各地扎实推进“海上风

电+海洋牧场”项目实施与发展，探索“海

上风电+”发展模式，积累宝贵的实践经

验，为今后实现“海上风电+海洋牧场”规

模化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尚处于探索阶段

当前，“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的融

合发展，正在成为节约集约用海的重要

新型产业模式与未来发展方向，拥有广

阔和良好的市场前景。但是“海上风

电+海洋牧场”融合发展还面临着一些

挑战。

“‘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的融合发展

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实现规模化发

展，也未能实现盈利。”秦海岩表示。

孙传旺认为，巨额投资成本、高昂运

维费用等因素，延长了“海上风电+海洋

牧场”项目的回本周期，导致短期内可能

无法实现盈利。

如何推动“海上风电+海洋牧场”规

模化发展？业内人士表示，“海上风电+
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离不开政策的保

驾护航。

秦海岩表示，按照统一化、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原则，组织编写全国“海上

风电+海洋牧场”发展规划，出台“海上

风电+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管理相关政

策；同时，尽快通过建设一批“海上风

电+海洋牧场”示范性项目推动技术进

步，积累建设经验，促进产业链完善，创

造规模化效益，努力降低“海上风电+海

洋牧场”开发成本，提升其经济性。

相关企业负责人也表达类似观点，

即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海域

立体分层设权的指导性政策规定，为

“海上风电+”融合发展的海域审批提供

政策指导和支撑。企业也应加大研发

投入，拉长产业链，提供更好的“海上风

电+海洋牧场”相关技术和配套装备，比

如消除海上风电建设与运维期间所产

生的噪音、震动与电磁场对牧场生物的

影响等。

本报讯 9月 6日，由上海振华重工

研制的“Wadad Aletheia”多功能饱和潜

水支持船交船仪式在振华启东海工长兴

分部码头举行。

该船配备目前最先进的24人全自动

化双钟饱和潜水系统，成套系统集成了

生活舱、过渡舱、逃生舱、潜水钟、生命保

障系统，最大工作深度可达水下 300米。

单个潜水钟承载3名潜水员，该船配备两

个潜水钟进行潜水作业，极大提高了作

业效率，同时其安全性和舒适性均为目

前全球领先水平。

该船的完工交付不仅展示了我国海

洋工程装备领域的制造实力，更体现了

我国在深海作业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海洋工程领域

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振华重工党委常委、执行总裁

朱晓怀表示，该船的成功建造交付，不仅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的海

洋装备，也将进一步助推中国海洋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振华重工将加快

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

展，围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

创新链，增强科研设计、供应链管理、智

能制造、船舶运输、服务客户业务能力及

智慧港口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高端装

备制造一体化服务能力，持续深化与国

内外伙伴合作，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打造

更多更好的卓越装备。”

CCC水下工程公司Mohammad El-
Hendi 表示，该船将在未来几年为 CCC
水下工程的商业模式添加更多的活力和

助力。“该船的成功交付能成为双方合作

的新开端，并以此为契机迎来更多合作

机会，实现双赢。”

据了解，“Wadad Aletheia”多功能饱

和潜水支持船是全球最先进的潜水船之

一，入级挪威船级社，船长 145.9米，型宽

27米，型深 11.33米，定员为 200人，配备

400 吨波浪补偿伸缩吊机，DP3+定位系

统，最大航速为15.8节。

船上搭载 2台带有“波浪补偿”功能

的海工折臂起重机，主起重机最大起重为

400吨，工作水深可达到3000米，辅助起重

机可起重25吨，工作水深可达600米。

船上的甲板作业面积超过同类船

型，达到了1850平方米，除潜水系统月池

外，船上还设计一个 7.2米×7.2米的大型

作业月池，可垂直布设柔性铺管系统及

轻型钻井系统。主甲板的最小承重为 15
吨/平方米，而加强甲板区的承重则可达

50吨/平方米，能够有效支持运输和布设

重型设备以及各种施工项目所需的特种

机械。 刘陈宇 潘云涛

新华社讯（记者 张武岳） 一片

看似普通的白色纱布，遇水之后，迅

速变成凝胶状物质，能够很好地贴

合伤口，止血抑菌。这是青岛博益

特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壳

聚糖可吸收手术止血产品“术益

纱”。“该材料在人体内 7 天左右即

被降解，降解产物氨基葡萄糖可

被人体吸收。”该企业董事长聂

仁克近日向记者介绍说。

广阔海洋之中，大量看似

无用的螃蟹壳，正是“术益纱”

的原材料。据聂仁克介绍，螃

蟹中的甲壳素纤维带有正电

荷，有抑菌作用，还能促进细胞

再生。他们在螃蟹壳中提取甲

壳素，再从甲壳素中进一步提

取壳聚糖，以壳聚糖为原料开

展研发。凭借这一“黑科技”，

他们推出壳聚糖基可吸收手术

止血材料、创伤止血材料、组织

修复材料和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等高端创新产品，打造海洋生

物材料医疗健康护理体系。

2022 年，博益特成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

们还将继续加大海洋生物医

药领域的研发创新，在做好

高 端 医 疗 器 械 开 发 的 基 础

上，不断提升壳聚糖材料医

学应用科技高度和终端市场产

品应用度，塑造产业优势。”聂

仁克说。

海洋新兴产业具有技术含

量高、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是支

撑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

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关键。

今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提出建立

“4+2+4”海洋产业体系，培育壮大

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药物与生物制

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

源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海开发、

海洋电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改造提

升海洋渔业、港口航运、海洋旅游、

海洋化工等优势产业。依托众多海

洋“黑科技”，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

这一赛道亮点颇多。

在位于山东青岛城阳区的逢时

科技透明工厂中，几乎看不到工作

人员。所有机器依照设定的程序工

作，整条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

转。“透明工厂占地 1.8万平方

米，总投资近 5000 万元，南极

磷虾油制品生产规模国内领

先。”逢时（青岛）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一飞介

绍。该公司董事长高以成说，

他们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海洋生

物医药研究院等多家科研机

构创建科研共同体，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 3项、团体标准 8项，

已获得30多项知识产权，其中

发明专利 9 项。自 2018 年公

司创立至今，销售年复合增长

率达341%，产品复购率达40%。

“磷虾产业在欧美已经发

展得较为成熟，在中国虽然是

新兴产业，但近年来发展迅

速。”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

学院教授姜国良表示。

如今，青岛已发展成为南

极磷虾科研力量及加工企业

的主要聚集地，当地还依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重大

创新工程、国家实验室等科研

项目，形成系列技术成果，推

动了从资源探测、生态捕捞、

船载加工到陆基精深加工的

南极磷虾全产业链技术进步。

据悉，青岛还将出台更多促进

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进

一步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和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着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

高地。

新华社讯（记者 李志浩）“我们引进的海马种苗现在开始繁殖了，为

后续的海马杂交育种做准备。”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威海银泽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种苗培育车间的大棚内，企业负责人俞兰良和工人们忙着向

养殖池内倒换海马种苗。

海马是名贵的药用海水鱼类。在自然界，海马的繁殖率很高，但成活率

极低。2016年，银泽生物历经多年攻关，试养海马成功。如今，该企业建有

15个海马养殖车间，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年产海马500余万尾，成为山东省

水产种业领军企业。

养殖海马，温度是关键，需要稳定控制在 18-21摄氏度。“我们的温控设

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夏冬季节需要地源热泵降温或增热，增氧机、潜水泵、

鼓风机等都需要充足的电力作保障，一天的耗电量就有1.3万多度。”俞兰良

说。

为此，国网威海供电公司主动为企业量身定制用电套餐，设计、提供节能

改造方案，安装 400千伏安变压器一台，定期上门走访、检查用电设施，保障

企业安全可靠用电。每年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威海供电公司还主动对沿海

线路进行防风加固改造、装设防风拉线，提高供电可靠率。

人工养殖过程中，种质退化现象时常出现。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银泽生

物近年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鲁东大学、山东省海洋资源

与环境研究院联合成立“山东省海马良种繁育及利用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开展海马基因测序、种质选育、病害防治以及加工利用等全周期全过程

观测研究。

由于突破了海马人工大规模养殖技术，攻克幼海马开口、海马疾病防控等难

题，威海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海马繁育养殖基地，养殖储量约占全国七成。

作为全国渔业大市，威海市近年来高水平推动海洋种业新品种研发工

作，与高校院所共建国家海产贝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4个海洋种业高端创

新平台，先后培育13个国审名优新品种，海马、白海参、绿鳍马面鲀等种苗繁

育工作取得突破。2023年，威海市海洋种业产值达到30亿元，规模居山东省

首位。

本报讯 近日，三亚深海科考码头与岸基实验保障平台项目启动会在三

亚市南山港举行，标志着三亚深海科考码头与岸基实验保障平台项目正式启

动建设。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汪克强代表中国科学院对海南省、三亚市对该项目的

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强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要按照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要求，按计划、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依托项目建设、使用管理和开放共享，组织承担更多重大科技任务，为我

国深海科技领域抢占科技制高点作出更大贡献。

三亚深海科考码头与岸基实验保障平台项目是中国科学院“十四五”

科教基础设施深海科考及岸基保障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内容，其中三亚深

海科考码头建设泊位长度 398.9 米，建设海洋科考泊位4个，可同时停靠4-
8艘科考船，岸基实验保障平台总建筑面积2.432万平方米，建设1栋3层科研

车间，由载人潜水器保障中心、船舶保障车间、深海科考装备周转、总装调试

车间等组成。

据了解，上述两个项目预计2026年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形成开放共享的

海洋科技平台，与科学考察船、载人深潜器、原位科学实验站等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统筹衔接，构建功能齐备的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体系，推动相关领域材

料、器件、装备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装备研发、评测验证提供条件支撑。 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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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打造全国最大海马养殖基地

三亚构建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体系

上海振华重工多功能饱和潜水支持船成功交付
安全性和舒适性居全球领先

作为唯一一种在中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斑海豹具有独特的生态和遗传价值。近年来，由于人为活动的干

预减少以及政府部门对于盗捕盗猎等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斑海

豹种群数量逐年上升。从 1992年至今，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

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已救助斑海豹400余头，放归300余头，为斑海

豹的管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左图为在辽东湾冰区，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王震利用水听器收集斑海豹水下发声和冰区环境噪声。

右图为 9月 6日，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斑海豹救助

中心，王震在向斑海豹投喂食物。

▼上海振华重工研制的多功能饱和

潜水支持船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李钢李钢//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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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繁殖的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上升在中国繁殖的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上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王震王震//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