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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 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

成果属海洋捕捞技术领域

2. 项目简介

远洋渔业是参与国际海洋资源竞争的国家战略，但产业升级仍面临系列技术

瓶颈。本项目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远洋捕捞技术与渔业新资源

开发”的总体成果，研发了高性能装备和数字化信息共性技术，开发了过洋、大

洋和极地捕捞技术与新资源，实现了系列技术与装备的示范应用，推动了我国远

洋渔业技术升级与产业发展。（1）针对过洋、大洋和极地海洋捕捞对象行为特征，

自主创新浅表层、中层和底层远洋捕捞技术与自扩张、双联式和混合结构等渔具

装备 10 种；匹配创制并应用多元复合等渔用新材料 3种，不同材料多边缝合等

渔具制备新工艺 6种，哺乳动物低损伤释放装置等渔具新构件 4种。其中，过洋

性渔具捕捞效率同比提高 27%以上（其中变水层拖网提高 110.5%）；大洋中层拖

网渔获效率达国外同类渔船先进水平（沙丁鱼捕捞达 21t/h），秋刀鱼舷提网渔

获效率超过日韩等渔业发达国家（网次渔获最高达 25t）；高效生态南极磷虾拖

网能耗降低 5.5%，渔获效率提高 20-30%（最高达 55t/h），居同渔区同作业方式

领先水平。（2）基于连续 5年的海上调查，构建了针对不同目标海域捕捞对象的

剩余产量模型，评估了新渔场新资源开发潜力。探明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等 6

个国家海域深水虾、带鱼、沙丁鱼等过洋性新渔场资源 3种，评估西非深水虾和

沙丁鱼资源年开发潜力分别为 1.2×104t 和 40×l04t，拓展了过洋性渔业空间；

开辟大洋性秋刀鱼新渔场 1个，新渔场面积达 21x104km2，扩大了 57%，年开发



潜力（MSY）为 70×104t，确立了我国在西北太平洋秋刀鱼年配额 9×104t 的重

要地位。（3）自主硏制渔用多波束扫描声呐 1套，可实现“机械+电子”360°扫

描，探测距离达 2500m，填补了国内空白；创新多滚筒协调液压控制技术，开发

出国内首套高动力载荷深水拖网绞机并在西非深水渔场生产应用，满足了 500～

1000m 远洋深水渔场作业需求；建立秋刀鱼集鱼灯全船照度分布数学模型，优化

了集鱼灯配置并建立操作规范，实现节约燃油 13%；创新舷侧滚筒传动鼓形齿轮

结构，开发了秋刀鱼捕捞舷侧起网成套装备，实现了进口替代。（4）自主硏发支

持向量机模型等渔场预报新模型 4种，构建了基于 WebGIS 技术的远洋渔场预报

及管理决策系统，覆盖 8个主要远洋渔场并实现每周预报 1次，预报准确率 60～

90%，与日本等报道预报水平一致；创新卫星多源主被动遥感环境信息融合技术，

制作发布海温、叶绿素等 5种业务化信息产品；研制基于全球标准电子海图的智

能渔情分析终端 1套，实现了远洋渔船 8种渔情信息"岸-船"实时传输与可视化

分析，提升了我国远洋渔业数字化信息服务水平。

项目研发新装备 14 台/套，拓展过洋性新渔场资源 3 种、大洋性新渔场 1

个，技术与装备在 260 余艘远洋渔船上示范应用，推广区域涉及三大洋与极地海

域，建立示范基地 15 个，项目近 3年新增产值 46.38 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

15.02 亿元。获授权专利 4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5 项，授权软件著作权 28 项；

形成行业标准 2项、技术规范 8项；出版专著 3部，发表论文 140 篇。经成果评

价，整体水平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