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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主要通过 3 个

途径，海洋物质提取、海洋能量利用以及海
上交通运输。

近年来，能源革命推动了海上风电等新
兴工业领域的兴起，其中也将出现值得纪念、
阐释和保护的工业遗产。

人类早期开发利用海洋中的物质资源，
首先体现在“捕捞”活动中；随后，沿海
居民开始将海水转化为宝贵的“盐”，从而
为人类提供重要的调味品和防腐剂，成为
生活的必需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又
将目光从海岸、近海投向了海洋深处，开
始开采海洋石油，这是人类利用海洋资源
的新篇章。

制作海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早期的方法主要是“煎盐”，将人类对于用
火技术的掌握和海水资源相结合，制备海
盐，这种方法被称为“煮海为盐”。随着技
术的发展，制作海盐开始使用风车或“刮
车”来抽取海水，使用蒸发池和盐田来加速
蒸发过程。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制盐业从简
单的家庭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工业
化生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关于
制作海盐的记载。到了汉代，制盐技术已
经相当成熟；唐代的海盐产量超过池盐和
井盐，在当时的盐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
明代中后期，更是出现盐政与水利融合发
展的现象。此外，制盐技术还细化为盐田
设 计 、 盐 池 建 造 、 海 水 抽 取 、 海 水 净 化 、
蒸发、结晶等环节。随着科技的进步，现
代制盐技术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
化，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

我国从北到南的海岸带上，遍布各个历
史时期的盐田或古盐场。如果探寻传统制盐
类工业遗产，在北方可以去看“长芦汉沽古
盐场”；到了南方，则可看“洋浦盐田”。它
们都于 2024 年被列入第六批国家工业遗产。

位于天津市的长芦汉沽盐场，是中国盐
业生产企业中的“中华老字号”，也是我国北
方历史最久的海盐原生态产地保护地。盐田
还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群
落，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栖息繁衍。人们以

“七彩盐田”“壮丽画卷”来形容海盐生产的
景观。走近正在生产中的盐场，阳光照耀下，
不同浓度的盐田会绽放出斑斓的色彩，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洋浦盐田位于中国海南省儋州市的洋浦
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始建
于宋代，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保留最完好的
原始日晒制盐方式的古盐场，再现古盐场先
制卤后晒盐的生产工序，用经过太阳晒干的
海滩泥沙浇上海水过滤成齿水，在玄武岩砚
式石盐槽上晒成，代表着中国古代海水制盐
的历史文化和高超的制盐技艺。

从捕捞到海盐生产，再到海上石油开发，
人类通过不断探索和利用海洋资源，展现适
应和利用大自然的能力。

开发海上石油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
纪末期，掐指细算，其实只有 100 余年的历
史，这比海盐生产史要短得多。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技术发展很
快。海油开采和提炼过程可谓是当代工业的
集大成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
具有社会和工业文化意义的“里程碑”。

位于渤海湾的渤海油田始建于 1965 年，
是中国现代海洋石油工业的发源地。渤海油
田投产至今，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位于渤海辽东湾北部的“锦州 9-3”油
田是我国国内地处最北、纬度最高的海上油
田，距离海岸线最近处大约 15 公里，天气好
的时候，站在海岸线上也可以一睹海上油田
的风采。

截至目前，我国的海上油田尚未有认定
为工业遗产或者文物的实例。

将海洋蕴含的风能、潮汐能等巨大能量
转换成便于传输、储存和使用的电能，是
100 年来方才实现的人类梦想。潮汐发电是

利用海洋能量资源的重要方式。中国的海岸
带上，蕴藏着大约为 1.1 亿千瓦的巨量潮汐
能。福建和浙江的岸线曲折，因存在较大的
潮差，其潮汐能约占全国沿海可利用量的
80%。钱塘江口潮差可达 8.9 米，是建设潮汐
电站的理想河口。2023 年，全球单机容量最
大的潮汐能发电机组“奋进号”在浙江舟山
成功并网，每年可发电 200 万千瓦时、减排
二氧化碳近 2000 吨。

中国第一座潮汐能双向发电站，是江厦
潮汐试验电站，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如果探
寻我国利用潮汐能的足迹，就应从这里启程。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始建于 1972 年，为大规模
商业开发潮汐能积累了工程经验和技术储备，
至今仍在运行中。可以说，它凝聚了人类利
用绿色能源的愿望与信心。2019 年，江厦潮
汐试验电站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1 年又被列入第五批国家工业

遗产。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开始在海上建设风

电场。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中国风电光伏发电合计装机已
超过煤电装机，发展势头迅猛。其中，广东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是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场；江苏大丰 H8-2 海上风电项目
是目前国内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根据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山东半
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北部湾将发展为

我国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预计到
2030 年，全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超过
2亿千瓦……

如果从工业遗产的视角予以关注，上述
海上风电项目中有许多可能成为记录工业生
产历程的文物。

沿我国海岸带从北至南，一路都能见到
白色“大风车”。如果去看风力发电的景观，
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非常值
得推荐。这是我国第一座海上风电场示范工

程，也是亚洲首座大型海上风电场，不仅填
补了我国海上风电建设的空白，也见证了中
国迈入大功率风电机组装备及海上承载平台
制造和安装的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海上造船业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就有关于造船技术的记载。汉代记
载有多层楼船和大型战舰；宋元时期，中国
的海上造船业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出现了
远洋海船、战船、商船等多类型船舶。明代
郑和下西洋使用了著名的“宝船”。随着近代
洋务运动的兴起，福州船政局等造船厂相继
建立。2020 年 12 月，“福建船政”成为第四
批国家工业遗产。遗产核心物项包括轮机厂、
绘事院、一号船坞等。2024 年，国家文物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了“共和国印
记——工业之光耀中华”主题活动，确定
100 项“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 77 项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福建船政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成功入选。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西岗
区的大连造船厂修船南坞始建于 1899 年，使
用了大量取自周边群山的石料。加工后的青
灰色条石历经了百年风雨，可称为中国船舶
工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大连造船厂修船南
坞也被列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

海上沉船同样见证着海洋交通运输和商
贸的历史。随着我国海洋考古事业的兴起，
许多尘封于水下的历史文物重见天日。“南海
I号”“华光礁 I号”古沉船及船舱货物遗存也
展现了当年中国制造的水平。

福建泉州是中国海岸带上的明珠。到了

泉州，就一定不要错过参观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尤其是位于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
馆，那里展出的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是
中国古代造船业的重要代表作。这艘拥有 13
个水密隔舱，载重量超过 200 吨的宋船，揭
示了许多重要的技术信息，特别是其水密隔
舱的设计，不仅增强了船只的抗沉能力，而
且便于货物的装卸，显示了当时中国造船技
术的先进性。2024 年 10 月，在泉州开元寺举
行了纪念“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 50 周年暨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系列活动。

目前，从海岸带到近海、远洋的海洋工
业遗产保护和展示，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
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海洋工业遗产具有
内容多样、环境复杂和难以抵达等特殊性，
这对今后的价值阐释和保护手段提出新的要
求。比如，封井处理后的海底油气遗址虽然
具有历史和技术研究价值，但可达性和如何
观赏都受到一定限制。巨型的海上风电设施，
构成了新的岸线或洋面景观，但同时也为环
境安全带来了挑战，如何确保其长期稳定运
行并减少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是海洋工业遗
产保护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海洋工业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另一重要
挑战是其保存环境极为复杂。海岸和海面的
工业设施长期暴露在海风、气溶胶、海水、
盐分和紫外线等自然因素的侵蚀下，容易出
现材料老化、结构疲劳和腐蚀现象。而油气
井和海底电缆等海面下的工业遗产设备，也
受到洋流、盐分和微生物活动的物理、化学、
生物因素影响，对长期保存特别是运行状态
下的保护都构成威胁。

文化遗产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但是如
何真正使海洋工业遗产成为公众可以访问的

“景点”？这些遗产往往位于滩涂、水下甚至
深海等难以到达的区域，这限制了公众访问
和保护参与；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受到的关
注度低，那这些遗产就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和开发的大规模投入……

海洋工业遗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
展现着卓著的科技成就。面对不同类型的海
洋工业遗产，在保护和利用时需要制定多样
化的策略。近年来，从海洋考古的深入挖掘，
到原址保护与“非遗”、收藏展陈的精心布
局，再到数字化的创新传承以及海洋文旅的
融入，都为维护海洋工业遗产展现了良好的
前景。

   （作者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助理研究员）

站在海岸线上，能一睹

海上油田的壮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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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12 日，位于渤海亿吨级油田群——垦利 6-1 油田
群实现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成功掌握了非整装大型油田开发技
术体系，对进一步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垦利 6-1 油田群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平均水深约 19 米，石油
探明地质储量超过 1 亿吨，是我国渤海莱北低凸起浅层勘探发现
的首个亿吨级岩性大型油田。

垦利 6-1 油田是国内海域首个利用岸电为钻井平台供电的油
田，取代海上钻井平台传统柴油发电进行作业，大幅降低了柴油
消耗，单个平台可实现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万吨。岸电应用
工程是海上油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图为垦利 6-1油田采油平台。              （新华社发）

首次实现岸电为海上钻井平台供电

延伸阅读

海洋考古是研究和保护海洋工
业遗产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工业遗
址的挖掘和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利
用海洋资源的历史，保护和展示海
洋工业发展的足迹、路径。海洋考
古不仅关注沉船和古代港口，也涉
及近代和现代的海洋工业设施，如
海底油气井、海盐生产遗址等。

海洋工业遗产的保护可以通过
原址保护和异地收藏展陈实现。原
址保护着重于保持遗产的历史状态
和环境，让公众能够直接体验其真
实性。例如，海盐生产遗址、造
船、潮汐发电的遗址，由于离岸较
近，往往适于原址保护，便于展示
这些工业活动的整个过程。而异地
收藏展陈则将遗产的相关物品和资
料运输到可达性更强的地点进行收
藏展示，使更多公众能够接触到这
些遗产。例如，海上风电、沉船等
行业相关的遗产，由于可达性较
低，退役的装备也不适于原址保
护，可以迁移至陆地异地收藏展
陈。这两种方式相结合，有助于传
承和弘扬不同海洋工业遗产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

延伸阅读

海洋，既是孕育了无数生命奇迹的摇篮，也是人类探索与创造的舞台。它时刻激励

我们关注未来，唤起人类对未知的渴望。

去看海洋工业遗产
马雨墨

左图：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是中国重要的
海盐生产企业，其生产的海盐品质高，被誉
为“芦台玉砂”。

（图片来源：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
公司）

保护和展示海洋工业遗产

要克服哪些难点？

人类已有数千年

提取海洋资源的历史

海上运输与船舶建造

是海洋工业遗产重要组成

去看“大风车”和潮汐电站

感受当代如何运用海洋能量

海上风电项目在全球能源革命进程中有着重要的遗海上风电项目在全球能源革命进程中有着重要的遗
产价值产价值。。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是亚洲首座大型海上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是亚洲首座大型海上
风电场风电场。。                                        王王    初初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遗产数字化技术在海洋工业遗
产场景再现、原理阐释、水下和海
面作业环境的模拟体验等方面有着
独特优势。

通过高分辨率的摄影、三维扫
描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建精确
的数字模型，不仅有助于记录和保
存遗产的现状，使公众身临其境感
受海洋工业遗产的魅力，还可以用
于教育和推广，提高公众对海洋工
业价值的认识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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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小道·海岸带

右图：大连造船厂修船南坞始建
于 1899 年，于 1902 年底完工。最初的
船坞就具有壮观的规模，长达 116 米，
底宽 13 米，深 7.6 米，采用两开式扉
门，并配备电动排水泵。1913 年再次
进行扩建，船坞前部加长了 6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