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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走向世界，从海洋走向未来。”这
是一所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学校。
建校110年来，上海海洋大学已发展为水产、
海洋、食品特色显著的多科应用研究型大学，
是国内外高校中水产类专任教师最多、占比最
大的高校。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世界一流水产
学科建设为统领，上海海洋大学扎根中国大
地，坚持特色一流，深化内涵发展，显著增强学
科实力，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探索独
具特色的“双一流”高校建设之路。

截至目前，学校已结出喜人硕果：2017
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22年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水产一流学科
进步明显，淡水养殖和远洋渔业领域水平全
国顶尖，学科科研平台体系全国领先，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全国最全，水产领域研究生培
养数量全国最多。学校11人入选农业农村
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支撑
水产领域高质量发展。学校已建成世界一流

的水产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中心；打造了具
有世界一流水平的3支创新团队，水产学科
师资整体进入国际一流水平；形成了世界一
流的远洋渔业资源探测、开发与评估的基础
研究平台。一流学科引领一流人才培养。学
校已累计培养了10万余名优秀学生，涌现了
众多学科领军人才。

在建校110周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时刻，上海海洋大学勇毅前行，一幅学科发展
的蓝图正徐徐展开。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未来，上海海洋大学将进一步聚焦水产种
质资源、水产动物免疫及疾病防控、水产绿色养
殖和营养调控、远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渔业装备
与工程、渔业经济与管理等6个特色学科领域，
以海洋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等特色学
科为支撑，建设“国际一流团队建设工程”“国际
一流科教平台建设工程”“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
程”，致力于打造攀峰筑原、交叉协同、创新策
源，构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系统，培养具有
家国情怀的卓越人才。

服务种质安全，
创制水产“芯片”

提起中华绒螯蟹“江海21”，很多

人都不陌生。这种螃蟹规格大、口味

佳，素有“大长腿”的美名。仅在上海，

本地养殖的成蟹六成以上是“江海

21”，目前已推广至全国16个省市区养

殖。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面凝结

着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专家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种源安全关系

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

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

“江海21”的问世，正是上海海洋

大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和地方发展的生动缩影。

创校110年来，上海海洋大学始终

秉承“渔界所至，海权所在”的创校使

命，始终践行“勤朴忠实”的校训精神，

一批批师生和科研团队投身种质研究，

创制水产“芯片”。

一流实验室引领一流研究。学校

依托海洋生物科学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和水产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引进全球领域顶级科

学家，在水产基因组数据共享生物信

息平台、高通量表型组分析、模式水

产动物基因操作技术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形成了一流的水产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种中心。

一流师资团队聚焦前沿突破。学

校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草

鱼种质资源和中华绒螯蟹生态养殖等

6个岗位科学家团队和上海市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2个首席科学家团队，持续

开展水产遗传育种，建立新品种及优秀

种质评价技术，制订《淡水珍珠蚌鱼混

养技术规范》等国家水产行业标准规

范。建设期间，学校获批中华绒螯蟹、

三角帆蚌、缢蛏和团头鲂水产新品种4

个。相关成果推广应用于全国主要渔

业主产区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渔业脱贫项目入选教育部第二

届、第五届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典型项目。

一流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学

校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

专项项目1项，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中

华神农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来自学校的水产“芯片”和养殖智

慧正在辐射全球更多国家。与此同时，

学校不断提升国际合作能级，与百余所

海外高校、科研院所及联合国粮农组

织、亚洲水产学会等国际机构深化合作

关系；与国际一流海洋研究机构深度合

作，共同成立中葡海洋生物科学国际联

合实验室；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面向

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开展科技、

人文和教育领域国际合作，创设海外水

产“产学研”人才培养基地，来自中国的

罗非鱼养殖技术被输送到非洲各国。

服务海洋安全，走
向深蓝守护国家海权

今年9月底，已完成第12次科考任

务的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淞航”返回

芦潮港码头。从2017年首航起，“淞

航”号每一次科考都获取了大量的第一

手调查数据，为中国作为远洋渔业大国

履行国际义务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渔权即海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海海洋大学与远洋渔业渊源已

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我国开

创远洋渔业前，上海海洋大学乐美龙教

授奉调到农林部从事国际海洋法研究

和与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的会谈工

作。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他为更好地开

创远洋渔业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5年，我国的远洋渔业起步。上海

海洋大学季星辉教授将一线生产需求

与专业教学相结合，投入专业教学改革

中，使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登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在多年产学研结合的基础上，学校

以科学研究为支撑不断提升服务海洋

强国的能力和服务能级，在履约谈判、

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发挥智库功能、创

办远洋渔业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

方面多角度为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学校与中国水产总公司、上海

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渔业协会

合作成立远洋渔业学院，创新“政、产、

学、研”四位一体的育人新体制，已累计

培养近5000名国际化、复合型远洋渔

业专业人才。他们的足迹遍及全球四

大洋和40多个国家与地区。远洋渔业

团队成为国家远洋渔业的顶层设计者、

技术引领者和生产创新者。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

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

科技创新步伐。”近年来，学校联合其

他单位自主研制的万米级着陆器，成

功着陆马里亚纳海沟10918米深渊，

首次测定深渊海底总耗氧速率；发现

了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形成海底冷泉

的新机制，揭示了冷泉渗漏甲烷厌氧

和有氧氧化过程中微生物与微量元

素之间的偶联关系；联合多个国家完

成了全球首次南极磷虾资源单季环

极并行调查，实现了南极磷虾资源调

查史上重要突破。学校建成我国第

一艘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淞航”号

及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渔业工程水

动力学实验水槽；建成全球独特的极

端微生物菌株库、基因库、化合物库

等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为全球海洋渔

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科学养护、深入

参与全球海洋生物资源治理提供关

键依据。

服务食品安全，高
质化利用引领现代产业
发展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关系我国14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作为一所以水产专业为特色的

高校，学校不仅培育出“江海21”等水

产新品种，同时也开创了我国水产加工

教育的先河，让更多高品质水产品走上

寻常百姓的餐桌。

食品学科缘起1912年吴淞水产学

校水产制造科，学科发展始终与国之所

需同向同行。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

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校组织教师

以着重解决水产品保鲜为研究课题，进

行实地调查与科学研究。在国内首先

建立食品冷冻工艺和罐头工艺两个专

业，为全国食品罐头行业和食品冷冻厂

提供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学校水产品高质化加工利用团队

传承了食品学科的“内涵”。这支队伍

系统研究我国主要大宗水产品及水产

新资源的原料学特性，重点研究其所含

化学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分布和质

量变化规律，为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着重研究养殖淡水鱼的蛋白质冷

冻变性机理及养殖泥土味的形成机理，

同时，构建了养殖营养调控到产后品质

保全的高品质河蟹产业技术体系，为高

品质河蟹养殖的营养调控奠定了理论

基础，开发高质化河蟹加工新产品6

个，新增产值15亿元。

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引领产业升

级、提升产业链价值，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以“海洋生物胶原食品健康

功能和生物材料功效的精准应用”研

究项目为例，该项目首创海洋生物胶

原蛋白肽的健康食品精准设计和医

学材料设计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技术

升级，研发高活性胶原蛋白肽新产品

7种，新增产值10亿元，获2019年底

国家海洋科学技术一等奖。

研究团队还创新研制了鱼鳞明胶

薄膜、新型鱼糜制品、海陆一体化移动

式节能型冷藏箱实验系统、电解水冰保

鲜装置等。同时，团队自主研发新型快

检设备，最快1分钟出具结果，为食品

安全保驾护航。2021年10月，农业农

村部水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落户海大。该基地实现了“鱼的一

身”都为宝的零废弃的精深加工理念，

包括胶原蛋白、鱼蛋白胨、鱼油、钙制

剂、功能鱼肉、宠物食品等系列产品，创

新引领了现代水产食品产业发展。

以水产品和水产品中重要危害因

子为研究对象的前沿探索和应用研

究，食品学科团队开发风险评估新型

随机预测模型，形成食品中重要危害

因子的高效风险评估技术体系，聚焦

食品低温保鲜、冷链技术与装备优化

设计等方面，形成以食品冷藏链工

程、冷冻冷藏技术和低温物流安全保

障体系为一体的品质控制方向的学

科特色。目前，研究团队正开展低温

物流装备节能特性研究、低温物流装

备控制系统的研发。

服务生态文明，水
域生态治理还一片清澈

今年9月，海洋科学学院教师李建

华和其他单位的科考人员登上长江江

豚江苏段科考船。他们的目标是看望

“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这是我

国第4次全流域性长江江豚的科学考

察，也是长江禁渔2年来的首次科考。

长江江豚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

指示物种，具有重要的保护地位和研究

价值。守护长江，保护水域生态，一批

批师生团队全力以赴。

学校成立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

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与上海市水生野

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共建长江口水

生生物监测与保护联合实验室，连续三

年开展“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

跟踪调研。依托中心，学校派出师生赴

沿江10余省市开展实地调研，提交决

策咨询和调研报告50余份。团队撰写

的长江口禁渔线东扩报告为国家出台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政策，为守护国

家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学校还积极开展浒苔治理、湿

地修复、港口安全、富营养化海域生态

修复、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以及海洋污水

处理研究。上海海洋大学港航生态安

全研究中心为我国首个拥有双证（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和中

国计量认证CMA资质证书）的专业从

事船舶压载水检测的实验室，也是我国

唯一具有国际互认资质的压载水检测

实验室。

从圆明园、上海之鱼、西郊淀山湖

到安徽巢湖、四川兴隆湖、浙江千岛

湖……许多重大项目背后均有上海海

洋大学水域生态治理团队的身影。长

期以来，水域生态治理团队潜心钻研，

自主创新，“水清、草茂、鱼游”，一系列

的科研成果映照了他们保护生态环境

的初心。仅何文辉团队就完成了全国

360多个水域生态修复工程，其中杭州

河道修复项目获得五星级评价和浙江

省治水最高荣誉奖——“大禹鼎奖”。

近年来，水域生态治理团队走进浙江、

四川、宁夏、新疆以及沿海各地。今年

8月底，学校与微山县人民政府签订

了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微

山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化

在超大水域治理、北方淡水鱼类种质

资源保护、水产品高值化利用等前沿

领域研究。

此外，学校还积极服务于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的建设，与上海市崇明区共建

渔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崇明岛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摸清

了崇明岛河道、湖泊、滩涂等全岛水域

的水生生物资源“家底”，建立数据库和

基因库。

服务乡村振兴，产
教融合育一流人才

戴着草帽、穿着下水裤，黝黑的皮

肤，埋头田间地头……他们是上海海洋

大学的教授，也是当地养殖户最钦佩的

人。一年365天，往往有200多天“泡”

在乡野田间，养殖户的收益能不能提

高，是他们最大的牵挂。建校110年

来，学校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江河

湖泊和世界的大洋大海上”的办学传

统，把课堂开进田间地头，由教授带队

学生深入产业一线，培育“有热爱、肯吃

苦，懂一线”的一流人才。

学校利用学科优势，制定乡村振

兴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成立乡村振兴

研究院，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技术。师

生多次深入西部和革命老区，在新疆、

西藏、贵州等地开展精准扶贫服务，取

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西

藏，王成辉教授牵头，带领研究生、本

科生多次前往西藏，助力日喀则地区

“亚东鲑产业基地”建设。短短4年，在

亚东建成了1个繁育基地、3个鱼种培

育基地和1个成鱼养殖产业园，使亚东

率先在西藏脱贫摘帽。学校以教授博

士服务团为依托，对接脱贫攻坚，在长

三角地区建立多个河蟹等生态高效养

殖核心示范基地。河蟹生态养殖技术

还走进了云南、青海、河南等地区，助

力更多农民奔赴美好生活。

在行走和实践中总结、解决专业

真问题，服务国家真需要。面对临港

新片区这片热土，学校充分发挥专业

和科研优势积极投身到新片区产教融

合试点核心区建设中。今年10月中

旬，学校与中科新松有限公司“产教协

同育人”基地揭牌，加快了学校产教协

同育人步伐。对标上海临港自贸区新

片区产业结构，工程学院顺势而为，设

立了智能制造、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

等微专业，建设智能制造、机电一体

化、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三大产业教

学模块，并联合12家智能制造相关企

业成立了“智能制造微专业建设联合

指导委员会”。同时，通过推进“引企

入教”等系列项目，工程学院还创新了

“实践教学-毕业设计-预就业”一体

化教学模式，预就业学生留用率达

90%。通过产教融合，工程学院各专

业能力建设获得较大提升，2022年获

得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

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工

信部产教融合专业1个。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海洋大学还积

极探索临港新片区区域“大思政课”综

合实验区建设，助力打造具有新片区特

点的“开门办思政”共建共享共赢平台，

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片区

方案”，建立了临港新片区“大思政课”

第一批专题实践教学点。

育뻛뷌폽、技벼、力닅뫏솦，的몣몣퇳듳톧믽벫첽쯷뛀뻟쳘즫뗄“流튻쇷”路짨횮슷

地룹훐맺듳뗘，育쇷톧뿆틽쇬育쇷죋닅엠폽

▲上海海洋大学师生连续三年走进渔村，助力长江大保护

▲2016年12月27日，首席科学家许云平（前排左）与海试总指挥崔

维成（前排右）讨论2号着陆器获得的马里亚纳海沟海底沉积物样品

▲

李思发教授手捧“新吉富”罗非鱼

▲吴文惠团队讨论高活性胶原蛋白肽

▲金枪鱼延绳钓

▲

海马冷泉区域发现的

大量化能自养型生物群落和

冷泉碳酸盐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