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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 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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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9月 15日开始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是划时

代的全国海洋普查, 影响至深至远, 意义至重至大, 值得
永久纪念。 

海洋调查是研究海洋重要的、必要的技术手段, 所获
资料和标本是研究海洋、正确认识海洋、合理开发利用海

洋和有效地管理与保护海洋的基础资料。 
1872～1876年, 英国“挑战者”号科学考察船完成首

次环球海洋考察 , 使海洋科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而此后, 中国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
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 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一段历史。外有列强欺凌, 内有
政府腐败,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绵不断, 国
家积贫积弱, 民不聊生。所以, 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十分
迟缓。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中国的海洋调查只开展了一
些以海洋生物学为主的调查和海岛测量。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国家非
常重视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海洋科学进入了全面、

迅速发展的时期, 创造了新的辉煌。 
1956 年 10 月,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 国务院科

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 年至 1967 年国家重点科学技
术任务规划及基础科学规划》, 将“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
其开发方案”列入第 7 项。这是中国首次将海洋科学研究
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为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勾画
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指明了前进方向,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
海洋科学的重视和支持。 

为了落实国家关于海洋综合调查规划 , 根据周恩来
总理的指示, 交通部上海海运局无偿调拨给中国科学院海
洋生物研究室一艘美国建造的海轮“生产三号”, 并选派
高级船长戴力人和一批经验丰富的船员随船。1957 年 2
月 ,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委托上海中华造船厂将
“生产三号”海轮改装成海洋调查船, 并取名为“金星”
轮。5月改装完毕, 7月参加海上调查。同时, 国家批准中
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建造深海调查船的计划, 1968年
9月建成, 名为“实践”号。 

1957～1958年, 在“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担任组长
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的领导下, 中国科学院海
洋生物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产部和山东大学

在渤海、渤海海峡和北黄海西部, 联合进行了以物理海洋
学为主的多学科多船同步观测, 较系统地调查了该海区的
水文、生物、化学和地质特征, 掌握了多种海洋要素的相
互影响和一些变化规律。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根
据同步观测资料和同期内“金星”号调查船获得的资料, 编

写了《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渤海及北黄海西

部综合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标志着中国海洋调查, 由单
一学科调查向多学科综合性调查的转化, 是全国海洋普查
的预演和序幕。 

1958 年 4 月,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决定采
取大协作的方式开展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简称全国海
洋普查), 并成立了由海军、中国科学院、水产部、交通部、
中央气象局、山东大学等部门８名人员组成的全国海洋普

查领导小组领导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由律巍(海军司令部
海道测量部副部长)任组长, 曾呈奎(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
研究室副主任)、赫崇本(山东大学海洋系主任)、王云祥(水
产部海洋渔业司副司长)任副组长。小组下设常设机构——
办公室, 负责人是潘志高。办公室下设技术指导组(组长毛
汉礼)、资料分析组(组长刘好治)和器材保证组(组长齐生
英)。 

全国海洋普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近海进行系

统全面的综合调查, 编绘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
和海洋地质地貌等图集、图志; 撰写调查报告、学术论文; 
制定海洋资源开发方案; 建立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渔情预
报系统; 为加强国防和海上交通建设等提供必要的基础资
料。 

参加全国海洋普查的调查队员先后有 600多人, 他们
来自海军、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水产部、山东大学、

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系统和单位, 并且选调了一大
批即将毕业的大学、中学学生参加海洋调查。 

1958年 9月 15日, 黄海、渤海调查队和东海调查队
的船只分别从青岛和上海出发, 揭开了全国海洋普查的序
幕。　 

全国海洋普查的范围包括我国大部分近海区域。在

28°N以北的渤海、黄海、东海海区, 布设了 47条调查断
面, 333个大面积巡航调查观测站和 270个连续观测站; 在
南海海区内布设了 36 条调查断面、237 个大面观测站和
57个连续观测站。另外, 在浙江、福建沿海的 2个海区内
布设了 8条调查断面和 54个大面观测站, 进行了 8个月的
探索性大面调查。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东海区台湾省
附近和南海区大片海域未能进行调查。　 

1960年 1月, 全国海洋普查工作重点转入内业, 即整
理调查资料阶段, 年底结束。全国海洋普查共获得各种资
料报表和原始记录 9.2万多份, 图表(各种海洋要素平面分
布图、垂直分布图、断面图、周日变化图、温盐曲线图、

温深记录图等)7万多幅, 样品(沉积物底质表层样品、地底
垂直样品、悬浮体样品及其他地质分析样品)和标本(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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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本、底栖生物标本)1万多份。国家科委海洋组办公
室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编, 于 1964年出版了《全国海洋综合
调查报告》(10册)、《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10册)和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图集》 (14 册)。这是我国首次系统
地整理、编绘和出版的海洋调查资料汇编和海洋环境图

集。 
这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全国海洋普查, 在我国海洋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我国缺乏基本海洋资料的局面, 
更是因为这次调查的组织和实施凸显出中国特色的各有

关海洋单位的大协作、大联合、集中力量攻关办大事的社

会主义优越性, 这是毛泽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思想的活学
活用, 这和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路数一模一样, 见效
快, 成果大, 影响久。 

根据全国海洋普查的实践 , 国家科委海洋组对海洋
调查中临时制定的规范进行了全面修改、补充, 于 1961
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正式的海洋调查规范——《海洋

调查暂行规范》, 规范了我国此后的海洋调查。 
在全国海洋普查海洋水文标准断面调查的基础上 , 

我国开始进行近海断面监测。1960～1962年由中央气象局
负责, 1963～1965 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 1966
年以后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近海断面监测是在中国近海水

域布设了多条标准断面, 定期开展水文、气象和海水化学
等要素的观测, 为研究主要海洋现象的季节和年际变化以
及异常海况等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 在海洋科学研究、海
洋环境预报、渔业生产及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全国海洋普查促生了海洋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建立。此

前, 我国只有相当薄弱的海洋生物学有一些研究工作; 全
国海洋普查培养、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海洋科技人才, 形
成了一支庞大的海洋科研队伍, 所以不仅海洋生物学得到
极大的加强, 同时促成了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
化学、海洋地质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的建立, 促进了我国完
整的海洋科学学科的发展。 

全国海洋普查促生了我国众多重要海洋机构的建立。

在普查中, 1959年 1月,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扩建
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 月,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在广州成立;  3 月, 我国第一所海洋综合性理工大 
学——山东海洋学院成立。特别是, 全国海洋普查直接促
生了国家海洋局的成立。 

全国海洋普查后 , 国家科委认为国家应当有一个海
洋发展规划。1962年国家科委海洋组组织了一些海洋科学
专家编制《1963～1972年海洋发展规划》, 编写工作委托
曾呈奎主持。1963年 3月和 5月国家科委海洋组在青岛和
北京香山召开会议, 讨论《1963～1972年海洋发展规划》
草案。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

海洋学院、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厦门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水利学院、南京海洋地质研究所、

中央气象局、海军航保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全国

范围内涉海专业的科研单位的专家、高等院校教师、海军

专家及有关部门领导。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海军某部领

导袁也烈将军, 国家科委海洋组副组长、国防科委某部领
导于笑虹将军, 海军航保部律巍部长, 中央气象局姚兴礼
局长, 国家科委海洋组办公室刘志平主任、松文副主任, 
国家科委孙学勤处长等领导同志也到会并参加讨论决策。

在讨论会之前, 有专家议论建立一个机构统一保管海洋调
查资料, 为科研、生产、国防和教学部门提供服务。在讨
论会上这个议题扩大了, 大家希望专门建立一个机构, 进
行海洋调查观测, 为有关部门提供服务。于是, 代表们一
致建议成立中国海洋事业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国家
海洋局, 统一管理全国海洋调查观测、科学研究和服务等
工作。会议决定由曾呈奎、赫崇本等 29 位海洋科学家联
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 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 

1964年 2月 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国务院下设立
国家海洋局, 1964年 7月 22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124 次常委会议批准在国务院下设立国家海洋局。9 月 1
日国家海洋局印章正式启用, 开始对外办公。10月 31日, 
国务院第 14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齐勇将军为国家海洋
局局长, 刘志平、周绍棠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国家海洋局的成立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 是中国海洋科学和海洋管理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走向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 

此后, 国家海洋局陆续在青岛、上海、广州设立了分
局, 还分别在青岛、杭州、厦门、天津、大连等地组建了
综合性的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和专业研究机构或

中心。 
全国海洋普查加强了我国海洋文明的建设 , 发展了

独具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 与黄河文明相结合, 为建设海
洋强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海洋科学沿着全国海洋普查

开辟的道路 , 迅速发展 , 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至今 , 
在海洋调查、基础科学研究、资源开发与保护、监测技术

以及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 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不少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个别领域领先于世界先进
水平。 

中国海洋科学已经崛起 , 成为世界海洋科学界一支
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中国现有涉海科研机构 100多个、
科研人员 13 000多人, 已经形成了一支学科比较齐全的海
洋科技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技术, 推动海洋开发
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制定了《中长期海洋科技发
展纲要》《海洋技术政策(蓝皮书)》和一些专项海洋科技
发展规划, 中国海洋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断缩
小, 2020年会有更多的领域跃居国际先进水平。 

 (徐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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