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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洋科学院（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成立于2022年11月，是广西

科学院管理的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自治区党委编办批准，广西海

洋科学院由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与

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整合设置而成，挂“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牌

子。广西海洋科学院现有职工121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15人，高级职称

人员54人，博士37人。广西海洋科学院目前拥有11个科研创新团队，负责

管理3个新型研发机构（北部湾海洋产业研究院、广西科学院海洋腐蚀防

护研究院、广西科学院数字孪生新技术研究院）。

主要职责：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对红树林湿地、海洋

生物等重要生态资源的恢复与利用、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智慧海洋、新材

料等方面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等开展研究。

建设目标：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海洋研究机

构，为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创新平台：2个海洋领域的国家计量认证实验室；4个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广西红树林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学重点实

验室、广西海洋天然产物与组合生物合成化学重点实验室、广西水产生物

技术与现代生态养殖重点实验室），2个自治区级工程研究中心（广西壮

族自治区渔业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健康养殖产业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广西

壮族自治区重要鱼类遗传育种与生态渔业产业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拥有

滨海生态保育与利用创新基地（北海），防城港珍珠湾滨海生态实验站，

广西科学院涠洲岛海洋生物研究站，鲸类研究与保护站，广西防城港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试验基地（筹建）。

研究领域：面向向海经济发展需求，在广西海洋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技术革新，取得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且独具特色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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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保护与利用  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多

样性等方面的基础研究，研究开发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技术，包括

红树林育苗、人工修复、退塘还林、红树林蓝碳、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的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集成开发红树林合理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聚焦虾

塘-红树林生态牧场，生态海堤建设的研究开发。

珊瑚礁保护与恢复  主要从事珊瑚礁生态学与生态修复技术、红树

林-海草床-珊瑚礁连续生境连通性和生物耦合机制研究以及相关技术成果

的推广应用。聚焦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影响下珊瑚礁恢复潜力，礁栖生

物、海洋环境与珊瑚礁的协同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珊瑚群落结构变

化及其影响因素，珊瑚对极端气候的响应（珊瑚白化事件）；开发珊瑚生

态修复技术体系，建立珊瑚礁生态修复的管理与评价方法与标准；开展海

洋酸化背景下珊瑚钙化过程响应变化机制和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生态影响。

海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针对华南地区海草床快速衰退的现

状，以保护生物学、繁殖生物学、生理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交

叉，剖析华南海草的衰退/濒危机制，探讨海草床修复关键技术，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保护与恢复对策；围绕国家的双碳战略，对华南潮间带海草碳

循环过程及收支开展研究，从输入（海草生产力、外源碳等）与输出（草

食、沉积埋藏、温室气体排放、外界输出等）探讨海草生态系统的碳收支

平衡，阐明海草生态系统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依托国家计量认证实验室开展海洋水文、海洋

环境、海洋生物和海洋地质等学科的调查监测，判定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分析海洋污染的时空变化趋势，为海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结合北部湾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开发和建立生理生态监测指标体

系，为促进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对策。

海洋腐蚀防护  围绕国家和地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

聚集国内外腐蚀与防护产学研优势资源，致力于腐蚀防护新材料新技术的

研究与工程化应用，主要开展腐蚀状况调查与腐蚀基础数据积累共享、腐

蚀机理研究与防腐防污新技术应用、耐蚀材料及防腐新材料开发与应用、

腐蚀智能监测系统开发与应用等研究。

北部湾生态灾害与环境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已成为新形势下国家

总体安全的基础和载体，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海洋环境安全保

障。聚焦北部湾海洋生态灾害“形成机理、演变规律、生态效应”核心科

学问题和“监测/检测、预警预测、防控”等技术难题，集成创新监测、



预警、风险评估、防控、应急决策服务技术和装备，并开展应用和技术推

广，为海水养殖安全、滨海核电站等海洋工程环境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在

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灾害防控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水生动物医学与水产高效健康养殖技术  聚焦支撑广西千亿级优

势特色渔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以“一流平台、一流人才、一流成果、一

流产业”为目标，汇聚先进科研院所和水产龙头企业创新资源，打造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以生态渔业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为

核心，构建“抗病育种-病害防控-绿色生态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渔业资

源高质高值化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技术体系，推进广西渔业科技创新，有

力促进广西向海经济和现代渔业的快速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助力

实现乡村振兴、海洋强区目标。

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与科学教育  立足北部湾海域的布氏鲸、中华

白海豚等海洋哺乳动物，开展包括种群生态学、分子生物学、行为学、声

学等方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并联系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国

家，解决自然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的成果，结

合广西独特的海洋生物资源，转化为面对公众的科普讲座、研学课程、科

普读物、自然教室；编译、研发适合北部湾沿海的海洋科学课程；服务于

中小学科学课老师，共同合作开展科学教育课程培训，共同探索更多实践

性课程搭建能力建设和交流的平台。

陆海一体智慧海洋牧场与数字孪生智能决策  重点研究跨尺度渔

场高保真数字孪生平台构建与智能推演预警等问题，研制面向陆基工厂化

养殖、深远海养殖环境监测的“物联网+北斗”感传一体小型化设备，构

建数字孪生大数据与专家知识联合驱动的渔场模拟推演技术与预警模型，

建立集渔场养殖场景虚拟现实三维展现、陆海接力养殖全过程监控、渔场

装备智能管控、养殖产品时空溯源和渔贝养殖移动服务于一体的网格化数

字孪生平台，为陆海接力养殖全程信息化管理、高质高效养殖智能辅助决

策提供手段和抓手。

北部湾特色海洋生物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利用  研究领域为海洋生

物、海洋水产应用技术，主攻方向是广西特色海洋生物品种种质资源、种

业工程和规模化繁育技术，以及广西海水养殖主要经济品种应用技术开

发。研究主要涉及的广西海洋特色生物品种包括：方格星虫（沙虫）、青

蟹（拟穴青蟹）、花甲王（织锦巴菲蛤）、獭蛤、中国鲎、牡蛎、珍珠

贝、沙包螺（钝缀锦蛤）、方斑东风螺（花螺）、海参、海马以及观赏类

珊瑚岛礁生物等。



近海动力过程与生态系统  以北部湾近海及近岸海洋环境动力演

变规律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研究北部湾海洋环境演变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和生态效应，探究北部湾海洋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输运与转化过程；研究

近岸有机污染、富营养化过程以及环境容量与总量控制技术；研究海洋自

然灾害（风暴潮、台风浪、赤潮）预警预测技术、海洋突发性污染事件监

测预测技术，为北部湾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工程开发、渔业生产发展

等提供科学依据。

 

 

联 系 人：陈 嘉

联系电话：0771-2503946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岭路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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