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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1号瞄准三文鱼养殖

底面周长为 180米的正八边形，高达 10层楼 （约 35
米），重约1400吨，养殖水体可达5万立方米，相当于40
个标准游泳池，网衣面积接近两个足球场大小。这个黄
色涂装的庞然大物就是近日在山东青岛精彩亮相的“深
蓝1号”。它是中国首座、世界最大全潜式网箱，设计年
养鱼产量1500吨。

深蓝1号网箱是中国基于现代绿色理念研制的深海远
海养殖重器，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除了具有庞大
的体积容量之外，还拥有高度的智能化水平。在水温控
制方面，深蓝1号作为全潜式网箱，其潜水深度可依据水
温进行调节，幅度在 4米到 50米之间，能够很好满足养
殖目标鱼群对适宜的温度层的需求。在能源供给方面，
深蓝1号因地制宜，采用了中国海洋大学首创的波浪能发
电半潜平台，能够获得稳定充足的绿色电力。此外，深
蓝1号还突破了全潜式养殖装备总体设计、鲨鱼防护、氧
气补充、死鱼回收、鱼群监控等多项核心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深蓝1号瞄准利用的是被称作“黄海

冷水团”的独特海域资源，而养殖的目标鱼群则是深受
消费者欢迎的三文鱼。“黄海冷水团”也被称为“黄海中
央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覆盖海域面
积 13 万平方公里，拥有 5000 亿立方米的水体。“黄海冷
水团”夏季底层水温在4.6℃—9.3℃，近底层水的溶解氧
不低于每升5毫克，其他水质指标非常符合养殖三文鱼等
冷水鱼类。

此外，“黄海冷水团”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
仅位于海面下 20 米到 30 米，远浅于海面下 100 米—200
米的全球平均水平，这也使得利用该区域浅源冷海水进
行水产养殖的成本大大降低。“黄海冷水团”开发利用可
谓任重道远，日前下水的深蓝1号只是“探路先锋”，以
此为基础，有关方面还将研制风能驱动的塔架式可升降
养鱼网箱系统深蓝2号，光能驱动的复合式网箱结构深蓝
3 号。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将完成山东日照“黄海冷
水团现代海洋牧场”的三文鱼养殖示范工作，实现产值
达到 3亿元。到 2025 年，日照、威海、烟台、大连等地
的“黄海冷水团现代海洋牧场”建设全面推进，产值达
到100亿元，成为中国现代海洋渔业发展的示范工程。到
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迈上中国现代海
洋渔业发展的新台阶。

海洋渔场1号融合中挪智慧

在深蓝1号在山东日照黄海海域紧锣密鼓建设布局的
时候，在遥远的北欧挪威海弗鲁海湾，另一座海上巨无
霸“海洋渔场1号”已经稳稳地“站”在水中数月了。与
前者全部潜入水中不同的是，海洋渔场1号是一座“半潜
式”智能海上渔场，整体呈圆柱形，直径约110米，总高
近 70 米，水下部分约 45 米。虽然与深蓝 1 号类型不同，
但都用于深海三文鱼养殖，更重要的是都为“中国制
造”。

海洋渔场1号作为目前全球首个现代化、全自动智能
海上养殖装备，其整体容量超过 25 万立方米，相当于
200 个标准游泳池，最多可以同时养殖 150 万条三文鱼，
设计死亡率低于2%。该装备应用过硬的安全性设计，最
高可抗海上12级台风。该智能养鱼平台针对深海养殖三
文鱼特点，进行了全程智能化设计，配备了全球最先进
的三文鱼智能养殖系统、自动化保障系统、高端深海运
营管理系统等，且融入了生物学、工学等多种技术，安
装各类传感器2万余个、水下水上监控设备100余个、生
物光源100余个，投放鱼苗、喂食、监控、捕鱼、清洁等
工作都可以实现智能化操作。仅需 3-7 名工作人员进行
操控维护。

如果说深蓝 1 号完全是中国海洋渔业装备科技的结
晶，那么海洋渔场1号则是挪威渔业先进养殖技术、现代
环保养殖理念、世界顶尖海工设计与中国现代海工装备
制造相融合的产物。作为海洋渔场1号总承包方，中船重
工武船集团凭借多年对挪威海洋渔场项目跟踪研究，在
竞争激烈的国际工程竞标中拔得头筹。他们在建造过程
中，攻克众多技术难关，最终在科技水平、建造速度、
建造质量方面均达到并超过了挪威业主的要求，成功拓
展深海智能养殖装备制造的国际市场，为中国海洋渔业
装备赢得了口碑。

该项目总监陈海勇特别介绍海洋渔场1号核心创新之
一：旋转门系统。他说，该系统有别于其他已建和在建
养殖装备，是智能化的末端执行装置，承载着渔网清
洗、活鱼自动驱赶和捕捉等功能。其在精度上要求极
高，直径110米、重达数百吨的门形框架能在周长300多
米的平面上以毫米级的精度自如运转。无论是旋转门自
身还是旋转轨道，都在精度上达到了业内前所未有的水
平。正是这些创新赢得了客户的口碑，业主方挪威萨尔
玛集团投资者关系主管西韦特森对到访养殖现场的中国
记者盛赞，海洋渔场1号是一个世界首创项目，他们希望
未来建造更多这样的渔场。

养鱼工船就是“不沉的海岛”

2017年7月2日上午，一场特殊的仪式在山东日照港
码头举行，主角是一艘名为“鲁岚渔养61699”的船。它
就是中国第一艘“养殖工船”。仪式结束后，该船开赴日
照以东100多海里以外的黄海区域，开始履行深海远海养

殖的使命。
鲁岚渔养61699由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水产科学院渔

业机械仪器研究所设计，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出
资，日照港大造船厂改建造。该船长 86米，型宽 18米，
型深5.2米，拥有14个养鱼水舱，配备饲料舱、加工间、
鱼苗孵化室、鱼苗实验室等配套齐全的舱室和设备，可
满足冷水团养殖鱼苗培育和养殖场看护要求。

养殖工船就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浮动网箱，这类船能
深入普通养殖网箱无法到达的深海区，大大拓展深海养
殖的空间范围，因而受到广泛重视。早在2014年11月，农
业部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以及相关企业正式启动了
中国“深海大型养殖平台”的构建，标志着我国深海养殖平
台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该平台由10万吨级阿芙拉
型油船改装而成，其型长243.8米，型宽42米，型深21.4米，
吃水14.8米，能够提供养殖水体近8万立方米，主要包括整
船平台、养殖系统、物流加工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能满
足3000米水深以内的海上养殖，并具备12级台风下安全
生产、移动躲避超强台风等优越功能。

“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养
殖”的范围，是一个大型渔业生产储运综合平台。该平
台是以海洋工程装备、工业化养殖、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与加工应用技术为基础，通过系统集成与模式创新，形
成集海上规模化养殖、名优苗种规模化繁育、水产品分
类贮藏等于一体，不仅依赖于海工装备科技的进步，而
且需要综合科技实力的支撑。

养鱼工船作为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的价值还在于海
洋权益的维护，一座养鱼工船在祖国的海疆生产作业可
以说就是一座“不沉的海岛”。

本报电（记者刘峣）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艺术
教育公益联盟专项基金成立仪式，近日在北京师范
大学京师大学堂举行。该项目将向全国目标学生发
放 3000元—3万元不等的“艺术教育公益券”，为更
多学生带来艺术学习机会。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是由北京市教委主管、北
京民政局注册的慈善组织。其使命是“促进青少年
爱的教育，让爱和善人人可及”，其主要项目是在全

国各级各类学校援建青爱小屋，协同社会各界，为
青少年爱的教育拓展空间。

据悉，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艺术教育公益联盟
还将开展千人公益师资培养计划，将行业内专家和
优秀师资积极整合起来，由艺术教育公益联盟定期
组织各地师资参加公益培训，为各地院校教师提升
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教研课题等提供学习机会和
交流平台。

近日，北斗三号导航卫星以“一箭双星”
的形式被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 2018 年以来，
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7次成功发射。43天7次
发射、平均每次不到一周……这些只是今年长
征系列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一个缩影。

35次发射任务再创新高

在2018年航天科技集团的35次火箭发射任
务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和长征二号丙火箭
将分别发射 14 次和 6 次，占全年发射次数的近
六成，堪称“主力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
指挥岑拯介绍，长三甲系列火箭全年 14次发射
任务有 10 次将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其中 8 次将
是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执行发射任务。

根据规划，2018年底北斗三号将建成 18颗
卫星的基本系统，具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而这 18颗卫星将全
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来说，高密度发射既是
急难重的挑战，同时也是提高应对任务能力的
机遇。”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介绍，自
诞生之日起，长三甲系列火箭就承担着我国火
箭探索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发展模式的重
任。

长三甲系列火箭在 2015 年曾创造出 109 天
成功实施7次发射的纪录。研制队伍在前期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型的火
箭在单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通用，让火箭与
不同任务自由搭配，实现快速反应、按时完成。

长征二号丙火箭也将在2018年迎来“大考”。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丙火箭总指挥肖耘
说：“今年，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6次发射任务，研
制队伍将在多个发射场作战”。在 2018 年的 6 次
发射中，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在时隔19年后重返国
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发射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中法海洋卫
星，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提供“金牌助推”。

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作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和长征七号，也将于2018年迎来新挑战。

2017年，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将“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送入太空。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货运“专
车”，虽然在 2018 年没有发射任务，但长征七号仍

“时刻准备着”。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火箭总指挥王小军

介绍，研制团队今年将在前两次成功发射的基础
上，创新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产品可靠性，为
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发射货运飞船做好充分准
备。同时，研制团队还在开展长征七号改进型火箭
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针对卫星发射及其他领域任
务，积极开拓市场。

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2018年迎来“复出”。
作为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肩负着
未来我国探月三期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任。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全年宇航发射计划显示，长征
五号将在2018年下半年执行发射任务。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来批量生产阶段，
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2030年运载能力或将赶超“猎鹰”

中国何时也能发射像美国“猎鹰重型”这样重型
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型号系列总师龙乐豪院士表
示，“我们将研制比‘猎鹰重型’规模更大的火箭。”

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17 年公布的
《2017-2045 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 显示，我
国重型运载火箭计划于2030年前后首飞。

此前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上也曾指
出，备受瞩目的中国重型运载火箭拟命名为“长征九
号”。也就是说，约 10 年左右，“长征九号”运载火
箭将飞天，运载能力超过“猎鹰重型”火箭。

数据显示，“猎鹰重型”：起飞质量约1420吨，最大
直径 3.66 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 63.8 吨；“长征九
号”：预计起飞质量将达 3000吨，最大直径约 10米，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百吨，其结构和尺寸质量均将突
破我国现有运载火箭能力水平。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型号顾问黄春平形象地将火箭比作进入太空的

“云梯”：“没有运载能力更强的火箭，就像人上楼没有电梯
一样。中国航天由大到强，火箭要先行。我们要变压力为动
力，迎头赶上，加快推动重型运载火箭的立项和研制，把我
国的重型运载火箭早日送上天。”

（新华社记者 胡 喆、李国利）

“鱼米之乡”是我们对富庶地区的经典称呼，而河沟纵横、阡陌相连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是这样的地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鱼类的消
费量大幅提高，种类也不断增加，早已从“鱼米之乡”的淡水鱼类拓展到
各类海鲜。在此过程中，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等近海鱼类资源得到深入
开发利用。

中国主动适应海洋天然鱼类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要求，研发
出一系列现代海洋渔业科技装备，不断提高其智能化水平，把海水养殖空
间从近海拓展到“深蓝”，进而形成了海洋渔业资源开发新的空间格局，不
仅大大拓展了自身获取海洋鱼类资源的方式，而且为世界海洋鱼类资源开
发利用，为把浩渺无垠的海洋变成人类的“蓝色粮仓”作出了独特贡献。

加快海洋渔业装备创新

让鱼米之乡走向““深蓝深蓝””
本报记者 张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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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教育基金会成立艺教公益联盟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教育部门大力支持中小学校加强校本课程开发，打造教育教学优势
特色项目，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质。图为5月10日，在福州市乌山小学，学生在装裱课上装裱
学生创作的书法作品。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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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潜式网箱深蓝1号内部图 新华社发全潜式网箱深蓝1号内部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半潜式”海洋渔场1号模拟图 百度

三文鱼肉制品 百度

深蓝1号要养殖的目标鱼种三文鱼 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