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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远洋捕捞技术与渔业新资源开发”项目2013年度工作交流会召开 

日期：2014年01月07日      

    近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领域重大项目“远洋捕捞技术与渔业新资源开发”2013年度工作交流会在海

口召开,会议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织，项目专家组成员及各课题组骨干共5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东海水产研究所王鲁民研究员首先代表项目组介绍了项目前期工作和总体实施方案，总结汇报了项目2013

年度主要研究进展，简要介绍了2014年工作计划安排。6个课题负责人分别汇报了课题实施方案、年度工作进展

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项目启动一年来，各课题按计划成功开展了西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莫桑比克海域虾

类、南极磷虾、南海外海等资源调查分析，初步掌握了部分渔场分布情况；开发了超高强纤维编织线等新型渔

用材料，开展了360度远距离声纳、成套捕捞装备、南极磷虾拖网、秋刀鱼渔具等装备研制；收集分析了南极磷

虾、秋刀鱼、金枪鱼、竹筴鱼、鱿鱼等重要远洋渔业生产信息数据，建立了多个综合数据库；研制了朴素贝叶

斯模型和蚁群分类算法模型，开展了部分渔场预报验证工作。 

    项目专家组一致认为各课题均较好地完成了规定的研究内容与目标，就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质量提出了意

义与建议：一是加强项目层面的统筹管理与技术集成，进一步提高项目创新性，争取产生对产业发展有明显推

动作用的大成果。二是加强共性技术研究课题与应用示范课题间的协作，推动远洋渔业信息数字化技术、渔用

新材料、助渔设备在不同捕捞对象、捕捞区域的推广应用。三是坚持边研究、边应用、边推广，做好生产示范

船队和示范基地建设，推进项目成果在产业中的应用与示范，推动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升级。四是按国家支撑计

划项目和经费管理规定，加强课题过程和成果管理。 

    项目专家组组长陈雪忠研究员强调，要求各课题承担单位按专家组意见进一步加强全程管理，尽快制定实

行项目定期总结、数据共享、技术交流制度，摸清重点远洋渔业生产作业区的渔场资源情况，研发适用于我国

国情的捕捞装备、捕捞技术、助渔设备，切实做好“产学研”联合攻关，将成果应用到企业中、应用到渔船

上，真正推动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的全面发展，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刘晴副院长总结强

调，要围绕项目的总目标和技术路线，及时总结凝炼形成重大成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发挥好项目

专家组的作用，保证高质量的完成项目各项研究任务。 

    “远洋捕捞技术与渔业新资源开发”由科技部组织，于2013年立项实施。项目主要针对我国远洋渔业产业

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重点研究远洋捕捞节能降耗技术，研发国产化助渔设备与捕捞装备，掌握远洋与极地渔

业捕捞对象资源变动规律，发展远洋渔业信息数字化技术，提高渔业精准捕捞与助渔技术水平，针对过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