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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5 年初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挑选和资助建立 5 个

地区性
“

植物与水生生物工程 中心
” ,

以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科学发展与进步
。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主席 L扮
.

In d ra K V as il 教授通知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徐怀恕

教授提交工作计划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命学部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的活动计划书
,

决定在青岛海洋大学成立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生物工程委员会 / 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

心
”

(简称
“

中心
”

) (C hi
n e se Ce

n te r o f Mari
n e B io te ehn

o lo g y
,

BA C / UN 王SCO )
,

并于 19 9 5

年 7 月 13 日正式成立
。

该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资助的 5 个地区性
“

植

物与水生生物工程中心
”

中唯一的海洋生物工程 中心
。

青岛海洋大学校长
、

中国工程院院

士管华诗任名誉主任
,

徐怀恕教授任该中心主任
。

著名海洋生物工程学家
、

美国科学促进

协会主席
、

马里兰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 Dr
.

凡 ta R C of w ell 教授
,

及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
、

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教授任该中心顾问
。

1 中心的主要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签订合同向
“

中心
”

提供经费资助
,

该中心主要任务有 (l) 为本

地 区青年科学家开设短期培训课程
.

(2) 接受本地区青年科学家来
“

中心
”

做研究工作和

学习
,

主要为访问学者
。

(3) 在本地区起科技带头作用
。

第一期合 同书规定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年 内向
“

中心
”

提供 9 万美元 的活动经费
,

“

中心
”

在两年内举办两期短期培训班
,

接受 4一 6 名访问学者
。

两年后将续签合同
,

提供

以后的活动经费
。

合同中规定短期教育培训课程的学员及访问学者 中
,

中国人 占 30 %
,

东

亚地区的人 占 70 %
。

2 学术活动简介

该中心 已于 19 9 6 年 l 月 15一2 4 日
,

9 月 17一 2 7 日和 19 9 7 年 1 1月 1 7一2 5 日在青岛

举办了三期海洋生物 工程高级培训班
,

培训课程 的主要内容为
“

水产养殖动物病害诊断和

控制技术
” 、 “

海洋经济动物养殖技术
”

和
“

海洋药物与海藻栽培技术
” 。

以 下就这三期培训

班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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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学员简介

这三次培训班共 42 名学员
,

他们分别来 自菲律宾
、

泰国
、

韩国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

尼西亚
,

以及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
。

国外学员中
,

具有博士学位的 10 人
、

硕士 H 人
,

学士 5 人
。

国内学员中有副教授 4 人
、

讲师和助理研究员 12 人
。

学员的 自身素质较高
,

且

大都来自教学和科研第一线
。

2. 2 培训课程主要内容

2. 2. 1
“

水产养殖动物病害诊断和控制技术
”

这是第一期培训课的主题
,

主要讲授了

目前世界对虾养殖业 中病毒性
、

细菌性病害及其快速诊断和控制技术
,

另外
,

还讲授 了鱼

类
、

贝类等常见病害及诊断和控制技术
.

2. 2
.

1
.

1 对虾病害及诊断和控制技术
,

包括对虾养殖技术与病害的关系
,

对虾细菌性病原

与病原性研究
,

对虾细菌性病原 PCR-- R E LF检测及实验
,

对虾细菌病原免疫荧光抗体检测

技术及实验
;
对虾病毒性病原与病原性研究

,

对虾病毒性病原 PC R 检测及实验
,

对虾病毒

性病原 D NA 探针检测技术及实验
,

对虾病毒性病原 E LI SA 检测技术及实验
;
对虾病害组

织病理学及手 E检测技术和实验
,

对虾病毒性及细菌性病害的生态防治技术
。

2. 2
.

1 .2 其他水生动物病害及其诊断技术
,

包括鱼类病害研究
、

贝类病害研究
、

鱼类病毒病

R I’-- 代R 脸测技术
。

十几位专家教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 目前可引起鱼类
、

贝类尤其是对虾

的细菌性
、

病毒性及寄生虫等病害的病原和病理特征
,

以及常用的控制技术进行了系统的讲

授
,

对近期 发展起来 的一些有效 的快 速诊断技术
,

如对虾细 菌性病害 的 16sr RI 刃卜PC R

一R E LE伎术
,

诊断对虾病毒性病害的 EU S A
、

T-- E 染色
、

D N A 探针和 代二R 技术
,

以及草鱼出

血病病毒的 R 卜PC R 技术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技术要点作了讲解和演示实验
,

学员在教师指

导下亲 自动手操作
,

学员不仅掌握和了解了当前世界上水产养殖的概况及主要流行的病害
,

并且通过学习和实践
,

了解和掌握了水产养殖业中多种有用的快速诊断技术
.

2. 2. 2
“

海洋经济动物养殖技术
”

这是第二期培训课的主要 内容
,

主要讲授了鱼
、

虾
、

贝和海参等主要海洋经济动物的育苗和养成技术
,

以及活体饵料生物的培育技术
.

2. 2. 2. 1 海鱼 的 育 苗 和 养 成技术
,

主 要 就真绸 (凡g ros o m us m aj or )
、

牙 虾 (Pa rli rk 印
:

s
pp

.

)
、

河纯(凡g u s
pp

.

)和石斑鱼 (助 in eP he lus s
pp

.

)等珍贵鱼种的苗种生产技术进行了总

结和探讨
。

主要包括
:

亲鱼培育
、

激素催产
,

胚胎发育
,

育苗技术
,

环境因子 (温度
、

光照
、

盐

度和氨氮等)对胚胎发育和仔鱼的影 响
,

以及仔鱼不同发育时期的摄食规律和饵料投人等

内容
.

养成技术主要围绕怎样提高鱼的存活率
、

加速鱼体的生长和降低成本服务等问题

进行学习和讨论
,

就常见冷水和温水鱼类的养殖技术进行了分析
,

其中
,

尤其对目前所流

行的网箱养殖模式的技术要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深人的探讨
.

还就集约化池塘养鱼和

大规模工厂化养鱼等新技术
,

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

2. 2. 2. 2 对虾育苗和养成技术
,

在总结以往成功的对虾育苗技术和传统的养殖模式基础

上
,

着重分析了对虾 的种质改 良
、

育苗技术
、

营养和病害防治等间题
.

对对虾的育苗技术

和养殖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研究
,

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
。

2. 2. 2. 3 贝类育苗和养成技术
,

主要就我国普遍 养殖 品种
,

如扇 贝 (ch la柳
: s
pp

.

)
、

牡蜘

(Cr
a ss os tre

a spp
.

)和鲍 (Ha li o 份 s
pp

.

)等的养殖和育苗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

深人探讨

了海产贝类苗种生产中人工育苗
、

室外土池人工育苗
、

半人工采苗和采捕野生苗等技术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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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以及标准育苗场 的设计和建设等 问题
,

突出强调了苗种生产过程中
“

水质处理
、

饵料
、

管理
”

三要素
。

还简要介绍了固着型
、

附着型
、

埋栖型和甸旬型等多种贝类苗种生产方法
。

贝类养殖技术
,

主要介绍 了传统的海底养殖和底播养殖等技术
,

以及 目前广泛采用的浮筏

养殖技术和最新 的集约化封闭水体养殖技术
。

其中详细介绍了浮筏养殖技术中浮筏的结

构与装置
,

养殖器材 的用量和规格
,

几种主要 的养殖方法
,

以及海 区的选择和具体养殖管

理等等
.

另外
,

还就贝类养制 中引种驯化 良种培育
、

养殖技术革新
、

病害防治以及增殖放

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2. 2. 2. 4 海参人工养殖技术
,

海参(Ho to th ur 口

ide
a sP

.

)是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

值的海珍品
,

为此就人工增养殖技术和在海水养殖
、

育苗中应用广泛并 日益受到重视的活

体饵料生物培育技术进性了专题讲座
。

2. 2. 3
“

海洋药物与海藻栽培技术
”

这是第三期培训班的主要课题
。

主要讲授了大型

海藻
、

微藻栽培技术
,

以及海洋天然活性物质和海洋药物的研究与应用
。

2. 2. 3
.

1 大型海藻的栽培技术
,

主要就海带
、

裙带菜
、

麒麟菜
、

江篱等大型藻类的栽培技术

进行了探讨
,

内容包括栽培技术的改进
、

新品种的选育及遗传学研究
、

单倍体育种技术
、

养

殖中病原性疾病的防治等
.

2. 2. 1 2 海洋微藻 的栽培技术
,

讲授 了小球藻
、

角刺藻
、

等边金藻
、

杜氏藻
、

卡德藻及膝乞

沟藻等微藻的栽培技术
,

并探讨了螺旋藻的大规模培养技术
、

微藻作为水产养殖饵料 的应

用
、

微藻的生物多样性和商品化的藻产品
,

以及螺旋藻对健康的有益作用
。

2. 2. 1 3 海藻化学
,

主要就琼脂
、

褐藻胶
、

角叉藻多糖
、

墨角藻多糖
、

藻碘
、

海藻淀粉和海洋

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技术进行了讲授
。

2. 2. 1 4 海洋药物
,

主要讲授了开发新型海洋药物的方法
,

抗微生物
、

抗病毒
、

抗肿瘤及免

疫调控剂的筛选
。

大型海藻的生物活性物质如海藻多糖
、

藻酸
、

岩藻多糖
、

含卤素化合物
、

结构特异 的氨基酸
、

藻胆色素及藻胆蛋 白
,

微藻中的抗生素物质 (脂肪酸
、

有机酸
、

嗅酚
、

丹

宁
、

及类菇等 )
、

毒素 (溶血素
、

神经毒素等 )
、

抗肿瘤活性物质 (大环 内酷
、

细菌毒素多肤及

多澳双叫噪等)
,

海藻药物与保健品开发现状及发展海洋药物 的几点设想
。

另外还介绍了

中国近代海洋药物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

海洋湖沼药物研究的主要成就
、

海洋中成药的主要

产品类型及 21 世纪中国海洋药物科学的展望
。

学员们各 自介绍并交流了本地区海藻栽培技术
,

海洋药物的研究现状和问题
。

此外
,

为加强交流和观摩
,

还组织参观了有关育苗场
、

养虾场
,

让学员们尤其是境外学

员了解更多的有关中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状况
。

几次培训课程后期都安排了学术讨论交流
,

来 自不 同国家和地 区的学员分别介绍了

自己 的研究工作及本地 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
。

就共同存在 的很多 问题
,

进行 了广泛

而深人的交流和探讨
,

大家互通信息
,

取长补短
,

对整个世界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的水产

养殖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和认识
,

对今后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奠定了

基础
.

对于水产养殖业中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的迅速推广和应用
,

促进和带动本地 区水

产养殖业的发展
,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3 接受访问学者
“

中心
”

以承担的欧洲联盟资助的国际合作科研项 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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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理论项 目为基础
,

已于 19%
,

19 9 7 两年接受了 4 名国外和 7 名国 内的青年访 问学

者
。

这些访问学者不仅在
“

中心
”

实验室学到了专业技术
,

而且在莱州大华水产养殖公 司

养殖场参加了现场实验
。

主要学习的技术包括 PC R 鉴定和检测病原菌
;
中国对虾杆状病

毒纯化和病毒超微结构研究 ; 中国对虾育苗技术 ; 对虾苗期病原菌分离和感染实验 ; 运用

A P卜2 0E鉴定系统和 PH P 鉴定系统鉴定病原菌技术
;
对虾弧菌病的间接荧光抗体诊断技

术
;
霍乱弧菌活的非可培养状态研究

; 光合细菌分离
、

鉴定及在水产养殖 中的应用技术等
。

以此来加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 区在海洋水产养殖业的相互交流与协作
,

推动本地区海

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

青年访问学者进行科研培训的研究领域有
:

(1)
“

对虾苗期细菌性病害的诊断与控制
:

微生物区系
、

营养
、

育苗技术 与对虾健康的关系
” 。

本项 目是欧洲联盟资助的
,

由中国
、

比

利时
、

英国及厄瓜多尔四国进行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2)
“

对虾病原菌 16 sr R N A 标记序列

筛选及其检测技术研究
” 。

本项 目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基础理论研究项 目
.

(3)
“

对虾三倍体及全雌对虾育种研究
” 。

本项 目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基础

理论研究项 目
。

4 总结和展望

目前
“

中心
”

已成功地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性培训班
。

为了办好这三次培训班
,

从

组织专家学者编写教材
,

到整个课程的设置
,

以至每一个学员的接待和生活学习安排都作

了细致而充分的准备
,

这不仅得到全体学员的一致好评
,

而且还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

物工程委员会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

因此
,

19 9 6 年 7 月
,

联合国总干事 Dr
.

Fe deri co May or

授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主席 Dr
.

Ind ra K V as il 教授
,

代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与青岛海洋大学管华诗校长在青岛海洋大学签署了
“

中心
”

的长期协议书
。

中国科学

院许智宏副院长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
,

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参加了签字仪式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期资助
“

中心
”

开展今后的工

作
, “

中心
”

联合青岛海洋大学
、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工程委员会
,

拟于 19 98 年 10 月 6一9 日在青岛举办
“

海洋生物工程学进展与展望
”

国际学术会议
。

今

后
,

还将不定期地邀请国内外著名的海洋生物工程学家来中心进行讲学和科技指导
。

这

对促进 中国海洋科学 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

让世界了解 中国
,

让中国海洋科学事业走 向世

界
,

均具有积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