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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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终要使科技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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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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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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