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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阳路28号，我国海洋科学启航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时代记忆。在青岛市
莱阳路28号门边，挂着这样一个铭牌：张玺故居。这标示着
我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张玺曾在此居住，其背后更重大的
意义则在于：这里是我国海洋科学的启航地。

所谓启航，意味着从无到有。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学
技术基础薄弱，面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急
迫需求，亟需建立一支集中科技资源、解决国家发展关键问题
的科技队伍。1949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中国科学院
即将成立之际，童第周、曾呈奎等老一辈科学家联名致函中
国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建议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机构。1950
年3月，中国科学院批准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同步筹建。

国家有号召，科学家见担当。1950年 8月，原北平研究
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张玺服从新中国成立后科研部门统一
布局和建设的需要，带领着研究所原班人马来到青岛，与山
东大学的童第周、曾呈奎一起，在莱阳路28号共同创建了海
洋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
研究室。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海洋研究机构，它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开始。

人才永远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刚成立的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彼时仅有28名研究
人员，但他们却是我国海洋科学界的最优秀者，是第一批“弄
潮儿”。在此基础上，老一辈科学家广纳天下贤才，童第周、
曾呈奎等人亲自出马，聘请著名遗传学家方宗熙、生理学家
徐科等一批“陆地”科学家做兼职研究员，共同发展我国海洋
科学事业。曾呈奎还协助被美国政府无理限制回国的著名
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教授顺利来到海洋所，为我国物理海洋
学研究打开了局面。

人才支撑，院所“升级”。1954年1月, 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
研究室，成为由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的独立建制研究机构，
工作人员达到 220 人；1957 年 8 月，扩大建制为中国科学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约500人；1959年1月，拓展为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下设海洋实验动物、海洋植物、海洋无
脊椎动物、海洋脊椎动物、海洋物理和海洋地质等 6个研究
室，进入多学科、综合性全面发展阶段。

可以看到，不过 8年多时间，海洋所已从一个海洋生物
研究室不断发展成为涵盖海洋科学主要领域的综合性海洋
研究所，加快开拓并引领我国海洋各学科的全面发展。

在南海路7号，我国海洋事业从弱到强

20世纪60年代，随着海洋所规模化发展，其主体搬迁到
南海路 7 号，莱阳路 28 号逐渐成为宿舍楼。在位于南海路
7 号的南海路园区，海洋所经历过相对艰难的时期，更随着
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到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推动了我国海
洋事业从弱到强。

海洋所的前身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
生物研究室，顾名思义，是以“海洋生物”研究为主业，而这离
不开海洋调查。其实，自诞生伊始，海洋所就将海洋调查作
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从建所初期的小舢板, 到 1957
年开始服役的我国第一艘专业海洋调查船“金星”号，再到
2012 年交付使用的我国最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
学”号, 海洋所先后有20多艘不同吨级的考察船服役，有力
支撑了我国查清近海的科学研究，使我国海洋科考真正具备
了走向深海大洋的能力。

依托“科学”号，海洋所加快“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

开发”发展。21世纪之前，海洋所主要开展中国近海、邻近
大洋的综合调查；而随着“科学”号入列，“发现”号水下缆控
潜器(ROV)、耐高温拉曼光谱探针等先进仪器设备的投用,
海洋所在西太平洋建成我国首个深海实时科学观测网，在我
国南海冷泉区搭建了国际首套深海原位光谱实验室（海底实
验室），确立了我国在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领域的
引领地位，推动我国深海研究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无
到有, 一跃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不仅要认识海洋，而且要经略海洋，加快建设“蓝色粮
仓”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为服务国民经济需求，以曾呈
奎、刘瑞玉、张福绥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在海带、对虾、扇

贝等养殖方面突破人工养殖原理与技术，分别在20世纪60年
代、80年代和90年代开创和引领了我国第一、第二、第三次海
水养殖浪潮兴起，以海带养殖为代表的海洋藻类养殖、以对虾
养殖为代表的海洋虾类养殖、以扇贝养殖为代表的海洋贝类养
殖被推广至全国, 使中国的海水养殖产业从零开始，一跃成为
世界第一。当前，海洋所科研团队还在围绕藻、虾、贝、鱼、参
等养殖品种持续深入研究，不断为我国蓝色农业注入新活力。

关心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也关注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海洋
重大工程保护。近年来，海洋所针对“赤潮”“水母”等海洋生
态灾害问题，研发了具有推广应用前景的生境修复与灾害防
控的方法与技术。其中，研发的改性黏土治理赤潮绿色环保

技术，已在我国近海20多个水域大规模应用，成功保障了滨海
核电冷源等水环境安全，并在美国、智利、秘鲁等国家应用，被
誉为扑灭赤潮灾害的“灭火器”；针对基础设施海洋腐蚀严重
的现实问题，自主研发了复层包覆防腐、氧化聚合包覆防腐等
技术，已在110余项重大工程中得到应用，塑造了“防腐蚀看
青岛”的名片，引领了我国海洋防腐蚀技术和产业发展。

在海军路88号，迎来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俯瞰汇泉湾，依偎小鱼山。在南海路园区，海洋所见证
并推动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创新发展，也让南海路7号成为我
国海洋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地标。不过，随着海洋所近年来
的快速发展，南海路园区的地理空间也逐渐显得捉襟见肘。

以办公场所为例，在很多地方，新一代的科学家依旧伏
身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办公室里，虽然有些房间经过了些微改
造，但空间其实没有很大变化。办公室本就不大，再存放些
纸质资料，看起来就像一条稍长的走廊，人或者可以稍微将
就，但新的仪器设备、实验场所却无法布置。南海路园区发
展空间已远远不能满足海洋所新时代创新发展的需求，寻求
新的突破和发展迫在眉睫。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搬迁的现实需求。这也得到了中国
科学院、山东省、青岛市的大力支持。

2016年 1月，青岛市政府、中国科学院签订共建中国科
学院科教融合基地框架协议，青岛市在西海岸新区古镇口无
偿划拨 2000亩土地，用于中国科学院科教融合基地和中国
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建设。2016 年 9 月，位于海军路 88 号
的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奠基，2017年 8月正式开工建设，
主要建设“一集群两院三中心”。“一集群”即海洋所等 13家
涉海研究所交叉研究集群；“两院”即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
院和先进技术学院；“三中心”即青岛科教园发展中心、海洋
创客中心和产业研发中心。其中，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一期
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包括教学区、科研区及滨海试验区。

回头来看，即便是在新冠疫情、通勤不便等不利因素影
响下，该项目建设也在稳步推进。2021年 3月，中国科学院
青岛科教园一期工程整体完工。同年 9 月，教学区启动运
行，筹建 4 年多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在青岛正式启
用。这是国科大首个京外科教融合学院。自此，国科大海洋
学科的教学重心由北京转到青岛，海洋所等科研人员实现了

“在家门口办公和教学”，南海所等共建单位科研人员则定期
到青岛教学。2023年 10月，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一期科
研区完成条件配置、设备调试、服务保障等工作，具备运行条
件，为海洋所搬迁入驻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洋所搬迁至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后，将从根本上
解决制约研究所发展的空间问题，极大地改善实验及办公条
件。这是推动海洋所高质量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海洋所
70 多年发展征程中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海洋所所长、国科大海洋学院院长王凡表示。

把握历史机遇，拥抱海洋“大科学”时代

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为海洋所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
的地理载体，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海洋所正在新
址加快发展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拥抱海洋“大科学”时代。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是中国科学院批准建设的第四个
大科学研究中心。得益于在海洋领域的长期沉淀，2018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下发《中国科学院关于批准筹建海洋大科
学研究中心的通知》，决定依托海洋所，筹建海洋大科学研究
中心。2019年6月，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及青岛市签约共建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三方携手打造海洋科技创新高地。
2021年 9月，依托海洋所，集聚烟台海岸带所、南海所、深海
所、声学所等其他 12家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的海洋大科学
研究中心，犹如一座海洋科技“航空母舰”，在中国科学院青
岛科教园开启高质量运行。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主要承担单
位，管理着全国三分之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海洋大科学
研究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在海洋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集群建设的一个公共大型科技创新平台。”海洋所研究员、海
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富超说，中心整合中国科学
院海洋科考船队、野外台站观测网络、海洋科学大型仪器区
域中心、海洋大数据中心等平台资源，推动跨学科、跨领域、
跨部门协同创新，加快形成具有强大前沿科学和技术突破能
力及产业推动能力的大型综合研究创新平台。

如今，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正加快起势。统筹运行中国
科学院“科学”“实验”“探索”“创新”4个系列12艘科考船，形
成全海域可达、全海深探测、全要素获取、全链条保障的综合
探测能力；打造野外台站观测网络，建起了国际上最大规模
的海岸带-近海-大洋“空天海地”一体化海洋综合观测网
络，并实现了海洋观测数据的实时传输；集聚起中国科学院
等的国内外一流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不为所有、但为所用”，
聚力开展前沿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示范……王凡
表示，搬迁后，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发展将
进入加速期。未来，中心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组
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打造海洋领域创新人才高地，努
力抢占海洋领域科技制高点。

目前，海洋所依旧是我国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综
合海洋研究机构。而这种强大，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奋
斗出来的。

当年，童第周、曾呈奎等老一辈科学家乘着摇摇晃晃的
小木渔船出海，白天在近海调查时要长时间忍受蚊虫、蚂蟥
的叮咬，晚上则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翻译或研究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当年，海洋贝类分类学家马绣同深知潮下带的贝
类经不起巨浪冲击会被卷到海边，便总在暴风骤雨之后去海
边捡贝壳标本，以此充实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目前
亚洲馆藏量最大）的朴素手段，已经过去了。但“耕海探洋、唯
实求真”的精神常在，他们也都在海洋界留下了自己的位置。

眼下，海洋所正迎来前辈们想都不敢想的奋进新时代：
更先进的科研设施、更宽敞的实验空间、更舒适的办公环境、
更优质的配套保障……我们不能不感叹时代的巨变，也因此
对海洋所的未来、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充满更大期待。

海洋所“搬迁”记
从莱阳路28号到南海路7号再到海军路88号，每一次腾挪、迁址，铭刻的不仅仅是一个

院所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印记，更是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持续走向强盛的历史注脚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从莱阳路28号到南海路7号，再到海军路88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所”）的每一
次搬迁，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引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

11月17日，海洋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古镇口核心区举行乔迁仪式，正式开启了前往中国科学院青岛
科教园（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古镇口核心区海军路88号）的“搬迁”之旅。截至22日，已有58辆次设备物
资运送至新园区并完成落地安装，预计今年12月底完成主体搬迁工作。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海洋研究机构，海洋所的此次搬迁是其7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性机
遇，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所的几次腾挪、迁址，铭刻的不仅仅是一个院所不断
拓展发展空间的印记，更是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持续走向强盛的历史注脚。

■ 莱 阳 路 28
号——1950年8月，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青岛海洋
生物研究室（海洋
所前身）在这里
创建。

■上世纪 60 年
代，随着海洋所规模
化发展，其主体搬迁
到南海路7号。

■海军路88号——海洋所新址所在地。

■1964年，童第周（前排左二）、曾呈奎
（后排左二）等在莱阳路 28号海洋所门前
合影留念。 资料照片

■科研人员在
西太平洋布设深海
实时科学观测网。

■科研人员利用“科学”
号科考船、“发现”号ROV开
展深海科学探测。

■上世纪70年代，海洋所科研人员乘坐简
陋的渔船，在海上搞海产品养殖实验。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