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简介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系

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海洋化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和“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分别于 1982 年和 1986 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实

验室于 2005 年被批准立项建设，于 2009 年 5 月通过验收正式成立。 

实验室主要在海洋化学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研究方向有：活性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效应、有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及其对生态环境演变的响应、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

护技术。 

经过几年的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目前已成为一支结构合理、层次均衡、优

势突出的学术团队。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在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拥有“环境友好型海洋

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教育部创新团队。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61 人，其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山东省“泰山学者”1人、山东省“泰山学者攀登计划”1人、中国海洋

大学“筑峰人才工程”特聘教授 1人、中国海洋大学“绿卡人才工程”特聘教授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8人。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傅家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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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朋、于志刚、张海生、张劲、周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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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焦点 

学术委员会会议召开 

2012 年 4 月，实验室完成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聘任工作，第一届学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实验室综合改革试点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化学化工学院人事、财务与平台

分工管理办法》出台，明确了实验室与学院的分工与定位。 

 

理顺了实验室和学院人事关系，完成实验室第一期人员聘任。 

 

队伍建设 

“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团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研究团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 

 

开放与交流 

教育部与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资助的“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获批立项建设。 

 

平台建设 

2012 年 9 月大型仪器共享技术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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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研进展 

2012 年度，实验室在四个研究方向上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 

（一） 活性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效应 

首席科学家：杨桂朋 

学术骨干：张桂玲、丁海兵、朱茂旭、曹晓燕、李  铁、刘春颖、于  娟 

张洪海  

2012 年度，围绕活性气体（二甲基硫，DMS；挥发性卤代烃，VHC；一氧

化碳，CO）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以海上现场调查为主，搭载国家基金委

共享航次等对中国东海、黄海、渤海进行了 4 个航次的现场调查观测，并进行了

实验室模拟研究实验，研究不同受控营养盐条件下浮游植物生长及三种活性气体

DMS、VHC、CO 的释放速率及主要控制因素。在我国东海和典型大河河口长江

口开展了生源活性气体 CH4 和 N2O 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 

1. DMS 

对中国东海、黄海、渤海生源有机硫化物 DMS、DMSP、DMSO 的浓度分

布、时空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DMS 水平分布：近岸 > 外海、

夏季 >春季（秋季）> 冬季。具体测定了 DMS 的生物生产与消耗速率，计算了

DMS 海-气通量，DMS、DMSP 周日变化、不同粒径 DMSPp 的分布，并在实验

室模拟研究了几种海洋微藻对 DMS、DMSP 产生的影响及其控制因素，研究了

东海、黄海大气中 DMS 主要氧化产物甲基磺酸（MSA）和非海盐硫酸盐

（nss-SO4
2-）的浓度分布及季节性变化，探讨了中国近海生源硫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有关 DMS 的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地学的一流刊物 Marine Chemistry 

(2012,138-139:21-31)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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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夏季不同粒径颗粒态 DMSPp 的浓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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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HC 

研究了中国东海和黄海春、夏、秋、冬表层海水中多种 VHC 的水平分布、

以及春季 P 断面的垂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VHCs 水平分布：春季 > 秋季 > 夏

季  > 冬季（C2HCl3：冬季> 秋季 >春季 >夏季 ）。分析了 VHC 季节变化规律

以及 VHC 分布与温度、盐度、海流和其他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多种 VHC

的海-气交换通量，并由此估算中国东、黄海 VHC 释放对全球海洋释放量的区域

性贡献。有关 VHC 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在国际环境科学的一流刊物 Chemosphere

（2013,90: 747-757）、Envionmental Pollution（2012,177: 28-37）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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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季航次风速(■)和 4 种 VHC（C2HCl3 (●), C2Cl4 (▲), CHBr2Cl (☆) , CHBr3 (○)）的通

量 

3. CO 

对中国黄海、渤海、东海海水和大气中的 CO 的浓度分布、微生物消耗和海

-气通量、光化学进行了研究。现场测定了 CO 的浓度分布、周日变化、微生物

消耗速率、计算了 CO 的海-气交换通量，尝试现场研究了 CO 的暗反应生成，证

明了暗反应也是 CO 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源，并通过实验室模拟研究了海水中 CO

的光致生成速率及其控制因素，探讨了中国近海 CO 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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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东海春季航次 CO 的海气交换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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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海和长江口 CH4 和 N2O  

在长江口和东海开展了生源活性气体CH4和N2O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

深入认识了陆源输入、沉积物释放和海气交换等对东海 CH4 和 N2O 分布的影响，

初步建立了东海 CH4 和 N2O 的收支。以甲烷为例，长江下游徐六径平均 CH4浓

度为 132±71 nM，年输入长江口及东海 CH4 的量为 0.12×109 mol/yr。东海沉积物

-水界面 CH4 交换通量变化范围为-0.3-7.98 μmol/m2.d，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

夏季 高，春、秋季次之，冬季 低。总的来说，东海沉积物是水体中甲烷的净

源，其释放甲烷通量为 0.34×109 mol/yr。黑潮表层水和次表层水甲烷浓度较低，

每年通过黑潮和陆架水交换将导致东海净损失 CH4 的量为 0.17×109 mol/yr。东海

CH4 海气交换通量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夏季 高，春、秋季次之，冬季 低，

东海年释放 CH4 通量为（2.2-3.9）×109 mol/yr。 

 
图 4  东海沉积物-水界面 CH4 交换通量的季节变化 

 
图 5  东海甲烷的初步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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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对生态环境演变的响应 

首席科学家：刘素美、于志刚、赵美训 

学术骨干：张劲、李先国、王江涛、石晓勇、任景玲、陈洪涛、梁生康、李克强、

苏荣国、姚庆祯、姚  鹏、邢磊、李雁宾、张大海、何会军、江雪艳、

赵宗山、杨红梅、许博超 

1．中国典型河口和陆架区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1）浮游植物水华对南黄海溶解态 Al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溶解态 Al 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主要受到颗粒物

－水界面的影响，浮游植物等生物活动对其影响可以忽略。然而，在南黄海及长

江口赤潮高发区发现溶解态 Al 的含量在水华发生后大幅度下降，其垂直分布剖

面与硅酸盐相似，说明浮游植物对其内部循环转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实验室培养，初步探讨了部分硅藻（新月菱形藻、中肋骨条藻、威氏海

链藻）和甲藻（东海原甲藻）对溶解态 Al 的清除机制，并利用痕量元素淋洗试

剂区分细胞外吸附态 Al 和细胞内结合态 Al 含量。结果表明：指数生长期硅藻细

胞内结合态 Al 所占总 Al 的比例约为 20%-80%，且稳定期的硅藻细胞内结合态

Al 的比例较指数生长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南黄海春季水华期间，用 20μm 筛

网现场过滤叶绿素 大层的浮游植物，用痕量元素淋洗试剂区分细胞内结合态

Al 和细胞外吸附态 Al。结果表明，硅藻类水华对水体中溶解态 Al 的清除比较明

显，其细胞内结合态 Al 的含量约占细胞内总 Al 的 39-96%（图 6）。相关研究结

果发表在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和《生态学报》上。 

 

图 6  南黄海浮游植物细胞内 Al 的分级实验结果（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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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东海溶解态 Al 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搭载 973 项目“我国陆架海生态环境年代际变化的沉积记录重建及特征分

析”，于 2011 年春季（3 月）和秋季（10 月）采集了黄、东海溶解态铝的样品（图

7，图 8）。两个季节溶解态铝的浓度范围分别为 6-90 nmol/L（35±13 nmol/L）和

4-152 nmol/L（31±26 nmol/L），高值区主要出现在长江口和苏北沿岸，然后随着

离岸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主要受到长江和苏北沿岸河流输入的影响，低值区主要

集中在济州岛以南区域以及东海冲绳海槽附近区域，主要受到黄海暖流和黑潮水

入侵的影响。秋季，由于受到长江径流的影响，长江口和苏北沿岸海域溶解态铝

显著高于春季。在东海区域，秋季溶解态 Al 的浓度由近岸向远岸降低得更为迅

速，一方面与长江冲淡水的转向有关（31 等盐线），另一方面是由于黑潮水入侵

陆架的范围更广造成的（以 34 等盐线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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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1 年春季黄、东海温度、盐度和溶解态 Al 的表底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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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1 年秋季黄、东海温度、盐度和溶解态 Al 的表底层分布 

（3）溶解态 Mn 分析方法的建立 

在实验室摸索了隐性孔雀绿（LMG）－高碘酸钠催化动力学测定海水中 Mn

的实验条件：选择 415 nm 作为测定波长；50 mL 反应体系中 NaAc-HAc 缓冲溶

液、NTA（氨三乙酸溶液）、LMG 和 NaIO4 的 佳加入量分别为 2 mL、1 mL、5 

mL 和 1 mL；反应酸度条件为 pH=3.5；反应时间为 3-5 小时。目前该方法在 Milli-Q

水介质中测定的精密度为 0.37%，检出限为 0.1 nmol/L（3σ），绝对检出限为

1.9±0.1 nmol/L。对溶解态 Mn 的国家标准样品（GSB 07-1189-2000 Mn 202517，

推荐值 0.3±0.015 mg/L）的分析结果为 0.31±0.005 mg/L。该方法已经可以用于海

湾、近岸海域溶解态 Mn 样品的分析。 

（4）沉积物中氮的循环过程 

通过现场受控培养实验，揭示了在黄东海沉积物中，反硝化和厌氧铵氧化普

遍存在。同时存在着硝酸盐异化还原为铵（DNRA）和胞内硝酸盐储存与释放。

各种氮的转化过程并不是孤立存在，DNRA 和胞内硝酸盐储存与释放均会影响厌

氧铵氧化和反硝化的速率的量化。如果不进行胞内硝酸盐储存与释放的校正，按

照经典的的方法，反硝化速率将被低估 15.2%。再经过 DNRA 校正之后，反硝

化速率降低 2.7%。相反对于厌氧铵氧化来说，如果不进行胞内硝酸盐储存与释

放的校正，厌氧铵氧化速率将被高估 81%。再经过 DNRA 校正后，厌氧铵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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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增加 12%。 

 
图 9 东海沉积物中总的硝酸盐还原速率（Song et al., Biogeosciences Discussion, 2013） 

（5）我国热带万泉河口营养盐的动力学研究 

于 2006 年 12 月、2007 年 8 月、2008 年 7-8 月和 2009 年 3 月对万泉河口进

行不同季节的现场调查，分析探讨了万泉河口营养盐分布及变化特征。受人类活

动和强降雨等的影响，万泉河流域硝酸盐和溶解硅的浓度较高，而磷酸盐相对贫

乏。总溶解态氮与磷中，溶解有机氮和磷分别占 9-27%和 42-91%。不同季节万

泉河口水体中的无机氮，以硝酸盐为主要组成成分；硝酸盐和溶解硅在河口区跟

盐度有负相关关系，呈保守分布，亚硝酸盐、铵盐、磷酸盐变化复杂，表现出非

保守的变化。高的 N/P 值(平均值>61)使磷酸盐成为浮游植物生长的潜在限制因

子。根据稳态箱式模型建设了万泉河口营养盐的收支(Li et al., CSR, in press)。 

（6）人类活动对营养盐通过黄河向渤海输送的影响 

通过观测黄河下游和河口营养盐水平的变化揭示了人类活动对营养盐向海

输送的影响。黄河营养盐的浓度具有高氮和高硅，低磷与 DOP 及极高 N/P 比的

特点，并呈明显的季节变化。黄河的调水调沙引起水沙输送的高值较之前提前了

至少 2 个月的时间。营养盐的输送通量增加 8-30 倍。调水调沙已引起淡水和营

养盐输送韵律的变化，不仅造成了营养盐向海输送量的增加，而且引起营养盐的

不平衡，从而影响初级生产力和浮游植物的组成（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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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利津站水量(m3 s-1)和 P- and N-ICEP (×105 mol C day-1)的日变化 

（Liu et al.,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2） 

2．河口与边缘海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1）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底边界层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Ⅰ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移动泥的存在证据 

研究表明，在长江口-浙闽沿岸表层沉积物存在明显的混合层，深度在几厘

米到几十厘米不等，长江口处较深，其次是浙闽沿岸，水深 50m 以外海域混合

层则只有几厘米。在长江口-浙闽沿岸区域，沉积物间隙水中 Fe2+、Mn2+和 SO4
2-

的分布表明其存在强烈的铁、锰和硫的氧化还原循环，形成了次氧化的氧化还原

条件，增强了随后的沉积有机碳缺氧降解过程，使得这些区域的沉积有机碳保存

较低，具体体现在沉积有机碳与矿物比表面积比值（TOC/SSA）较低（<0.4）（图

11），这与亚马逊河口移动泥岸、巴布亚湾三角洲顶积层相似（图 12）。 

2011 年 8 月初，在长江口站位进行的沉积有机碳再矿化培养实验的结果表

明，表层 15cm 以上，间隙水中溶解无机碳（DIC）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升高，

估算的二氧化碳生产速率为 8.4 mmol/m2/d（图 13），这一数值与亚马逊河口移动

泥岸、巴布亚湾三角洲顶积层等热带区域动力条件较弱的信风时期的结果相当，

但低于动力条件较强的季风时期的结果，可能与我们的采样季节有关；15cm 以

下的沉积物间隙水中的 DIC 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降低，估算的二氧化碳消耗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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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7.3 mmol/m2/d（图 13），与间隙水中常量阳离子，如钙离子的消耗速率（9.3 

mmol/m2/d）接近，但远超过溶存甲烷的释放通量，表明自生碳酸盐矿物的形成

可能是主要的因素，而非在产甲烷菌的作用下被还原成了甲烷。15cm 作为一个

分界点，在沉积色素、木质素等参数的垂直分布中同样观察到，说明 15cm 以上

和以下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沉积状态，其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生物地球化学作用

也可能不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深入研究和证实。在长江口泥质区和非泥

质区，表层沉积物中的细菌生物量均高于大型底栖生物，但在泥质区差异更为明

显。以上证据表明，与亚马逊三角洲、巴布亚湾三角洲和密西西比河口这些已被

证明存在移动泥的区域相比，长江口-浙闽沿岸一样也有移动泥的存在。该研究

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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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比表面积与有机碳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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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单位比表面积有机碳含量与文献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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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长江口沉积物再矿化培养过程中间隙水总溶解无机碳（ΣCO2）的变化 

.Ⅱ 长江口与密西西比河口富营养化历史趋势和影响因素的比较 
以长江口和密西西比河口的箱式柱状沉积物样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 TO

C、TN、C/N、δ13CTOC 以及沉积绿素等地球化学参数，对这两个系统沉积有机碳

的输运和保存以及富营养化水平对其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江口

和密西西比河口沉积有机碳的来源均是既包括海源也包括陆源，但是不同来源的

贡献在这两个河口并不一样，δ13CTOC估算的保存在长江口的陆源有机碳对 TOC

的贡献率约为 1/3，而在密西西比河口，因为其陆源输入的δ13C 信号与海洋自生δ
13C 信号的差异不明显难以准确估算。研究站位各脱镁色素的相互关系表明，在

长江口，浮游植物细胞自身衰老过程和浮游动物摄食过程对叶绿素 a 的降解转化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密西西比河口，浮游动物摄食过程对叶绿素 a 的降

解转化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长江口区域，脱镁色素记录的富营养化效应主

要是因营养盐输入增加引起的浮游植物丰度的增加，在密西西比河口区域，则不

仅是藻类生物量的增多，还包括与富营养化相关的低氧引起有机物质保存效率的

改变（图 14）。成果 “Historical Eutrophication in the Changjiang and Mississip-

pi Delta-Front Estuaries: Stable Sedimentary Chloropigments as Biomarkers”已

在 2012 年的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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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 YZ 和 DH2 站位沉积物柱状样中绿素的垂直分布趋势 

.Ⅲ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沉积有机碳的来源与归宿 

利用 TOC 及其稳定同位素、正构烷烃和藿烷、甾烷等生物标志物，从沉积

动力过程的角度研究了长江口-东海内陆架沉积有机质的分布、来源与归宿，指

出长江入海的陆源沉积有机质主要汇聚分布在沿岸泥质区，并存在陆源有机质从

北向南的选择性优先运移，沉积物再悬浮和细颗粒物的沿岸输运过程对于有机质

的埋藏具有重要作用（图 15），该成果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in the estuarine-inner shelf regimes of the East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the 

hydrodynamic forcing and anthropogenic impact”已在本领域主流国际期刊《Marine 

Chemistry》（2012, 142-144, 29-40）发表。运用 TOC 及其稳定同位素 13C 和放射

性同位素 14C、黑碳、沉积色素等探讨了长江口-东海内陆架沉积有机碳的组成、

丰度和年龄，该成果也已在《Marine Chemsitry》（2012, 145-147: 37-52）上发表。 

 

图 15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 TOC、中值粒径、CPI25-33 

和 HMW 正构烷烃含量的断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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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各形态磷的分布特征 

在长江口及杭州湾外存在一个条状带，在这一区域内表层沉积物中可交换态

磷、有机磷、铁结合态磷、自生磷灰石磷以及难分解有机磷呈现高含量，而碎屑

磷在此区域含量则较低，这与沉积物的粒度分布有关。细颗粒泥沙在此条状带内

沉积，构成了长江口外的主要泥质区之一。通过将分粒级沉积物和分粒级悬浮颗

粒物中各形态磷含量进行对比分析，估算在长江口颗粒物沉积过程中，约有

9-11µmol/g 磷由颗粒物中释放出来，其中颗粒态有机磷的分解提供了大约 40%，

是主要来源；释放出来的磷约有 20-30%重新与颗粒物结合从而转化为自生磷灰

石磷，剩余的 70-80%则会释放到水体中。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图 16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磷的形态分布 

(2) 高浑浊河口不同粒径颗粒物及其赋存元素的输运规律研究 

Ⅰ.黄河下游不同粒径颗粒物对磷输运的贡献 

对黄河利津站采集的悬浮颗粒物进行水淘选粒径分级，结果表明：总磷在粗

粉砂、中粉砂、细粉砂、极细粉砂及粘土中含量基本相同，在砂中平均含量较低。

弱吸附态磷、活性有机磷、非活性有机磷都有随粒径降低含量增加的趋势，铁结

合态磷在各粒径分级中变化不大，自生磷灰石磷主要在中粉砂、细粉砂、极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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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及粘土中含量较高。与上述关系不同，碎屑磷灰石磷有随粒径减小含量降低的

趋势，其主要存在于砂、粗粉砂中。 

颗粒态是黄河水体输送磷的主要形式，占总磷输送量的 99.7%以上。各形态

磷均随粒径减小通量增大，弱吸附态磷、铁结合态磷在各粒级中含量都较低，极

细粉砂及粘土是黄河输送磷的主要形式。33.4%的总磷在河口发生沉降，66.6%

的总磷输送到海洋中；有 75%的弱吸附态磷、活性有机磷、自生磷灰石磷、生物

可利用磷被输送到渤海，而仅有 25%在河口及湿地发生沉降。不可沉降的悬浮颗

粒物中生物可利用磷是溶解态总磷的 70 倍。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Ⅱ.应用多种放射性同位素示踪长江口颗粒物的来源 
137Cs 是人工放射源核素，产生于核爆炸、核事故等人为核事件，具有近岸

高、远岸低的分布特征，因此通常可以将其看做是陆源标识性核素；210Pb、7Be

是大气沉降源核素，在径流量大的河口由于河流的集中输送作用，通常也表现出

陆源性；228Ra 在陆源淡水中的颗粒性较强（Kd=103），在海水中则溶解性较强

（Kd=10）；234Thex是
238U 的子体核素，由于后者在海洋中浓度较高，因此 234Th

通常在海洋颗粒物上吸附较多，表现海源性；40K 在钾长石等矿物中含量较大，

而且结合在晶格之中，其含量变化通常表示颗粒物来源的变化。对长江口悬浮颗

粒物中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由口门到外海，各种核素的总体分布趋势都表

明颗粒物的海源性增强，陆源性减弱，如 137Cs、210Pb、7Be 和 228Ra 等比活度降

低，234Th 的比活度升高等。值得注意的是，多种核素在#46 站位处均显示出显著

的陆源性，如 137Cs、210Pb、40K 的高值，234Th 的低值等。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

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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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长江口悬浮颗粒物样品中各种核素的活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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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长江口不同粒径颗粒有机碳及其稳定同位素的组成和输运规律 

在 2011 年 6 月和 8 月从长江口内徐六泾向外，根据盐度梯度变化，采集了

若干表层悬浮颗粒物样品，使用水淘选装置，进行了颗粒物分级，分成<8、8-16、

16-32 和 32-63μm 的几个粒级，分析了不同粒级颗粒物的有机碳及其稳定同位素

组成，以及它们与矿物表面积和盐度等之间的依存关系；运用 C/N 比和 δ13C 讨

论了不同粒级颗粒有机碳的来源，并结合激光粒度分析的结果，利用基于 δ13C

的双端元模型初步估算了长江口不同粒径颗粒物对陆源有机碳的输送通量，探讨

了不同粒径颗粒物在陆源有机质通过河流向海输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河流流量

的变化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口颗粒有机碳主要集中于<32µm 的粒级，

在 6 月和 8 月分别占到 90.2%和 79.0%。这些较细的粒级具有较高的矿物比表面

积，并相对富集 13C，而 32-63µm 的颗粒物矿物比表面积明显较低，其 13C 较亏

损。从河口内向外，颗粒物的矿物比表面积、C/N 比、δ13C 及估算的陆源有机质

贡献率等都在减小，显示陆源输入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是经过 大浑浊带后又有

增高的趋势，尤其是 16-32µm 粒级。2011 年 6 月和 8 月采样期间长江口徐六泾

附近的流量分别为 19100 m3/s 和 30200 m3/s，总有机碳的输送通量分别为 2.2×103 

t/d 和 4.1×103 t/d。随粒径的增大，陆源颗粒有机质的输送通量逐渐减小，< 8µm

的粒级 高。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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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1 年 6 月和 8 月长江口粒径分级颗粒物 TOC 含量 

Ⅳ.短半衰期镭同位素示踪长江口水体运移过程 
2010 年 4 月和 2011 年 5 月，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天然短半衰期镭同位

素（224Ra，t1/2=3.6 d 和 223Ra，t1/2=11 d）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调查，发现 224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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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23Ra 的周日变化规律符合该海域半日潮的水文特征，两者随盐度均表现出过

剩添加的趋势，体现了外海水稀释和核素迅速衰减的共同影响。在一个潮周期内，

224Ra/223Ra 同位素比值波动不超过 20%，表明海域具有稳定的同位素端元。利用

河口水体中 224Ra/223Ra 同位素比值，结合“镭同位素表观年龄模型”对水体年龄

进行了量化，获得春季长江口水体的平均运移速率约为 8.4 km day-1。同时基于

POM（Princeton Ocean Model）数值模式建立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模拟同期

研究海域的水动力状况。同位素示踪技术与物理海洋数值模拟技术的研究结果取

得很好一致。两次野外考察均在离岸 90-170 km 的海域发现“低龄”水团，低盐

高镭的水体特性表明该海域很可能受到陆源淡水地下水排放的影响。该成果 

“Determination of water ages and flushing rates using short-lived radium isotopes in 

large estuarine system,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China”已在本领域主流国际期刊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2013, 121-122, 61-68）发表。 

 
图 19 2010 年 4 月和 2011 年 5 月长江口镭同位素分布特征及其对水体运移速率的量化

 
图 20 从镭表观年龄零点运移(a)4 天、(b)10 天、(c)20 天和(d)25天的拉格朗日粒子分布图。

红点表示镭同位素示踪的水体表观年龄，按由陆倒海的方向依次为 0、4、10 和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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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标志物法研究我国边缘海古生态环境 

（1）冰期-间冰期旋回中南海北部上层水体温度对东亚季风的响应 

我们利用有机物古温度指标（U37
K'和 TEX86）重建了南海北部 ODP 1147 站过

去 35.6 万年以来的海水温度记录。总体来讲，两个温度记录表现出相似的冰期-

间冰期旋回，并且所记录的冰期-间冰期温度变化幅度在 4~5 °C 之间，这与南海

北部已有的古温度重建结果相似（图 21）。自 35.6 万年以来，U37
K'温度和 TEX86

温度记录的波动范围分别为 22.3~28.3 °C 和 20.3~25.4 °C；同时，U37
K'温度值始终

高于 TEX86 温度。综合现代调查及其它古气候指标的记录，我们认为U37
K'和 TEX86

指标在南海北部分别指示表层和次表层海水温度。U37
K'温度与 TEX86 温度的差值

（∆T = U37
K' SST - TEX86 Temp.）在 0.3~4.0 °C 之间波动，其高值主要出现在间冰

期（如 MIS 9 和 MIS 5），低值主要出现在冰期（如 MIS 10、MIS 8、MIS 6 和

MIS 4-2）。现代调查资料表明南海北部表层海水温度和次表层海水温度的差值主

要受控于东亚季风的变化。据此，我们把 ODP 1147 站∆T 记录解释为东亚季风

的重建指标：高∆T 指示强的东亚冬季风时期，而低∆T 指示弱东亚冬季风时期（图

22）。该指标的提出，为利用南海的连续沉积记录研究东亚季风的演变提供了新

思 路 。 该 成 果 已 于 2013 年 发 表 于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Li, D., M. Zhao, et al. "Comparison and implication of TEX86 and 

U37
K' temperature records over the last 356 kyr of ODP Site 1147 from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376(0): 

21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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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ODP 1147 站重建古气候记录图。A：底栖有孔虫 δ18O (Cibicidoides wuellerstorfi 和

Uvigerina sp.) (Tian et al., 2008)；B：U37
K'

 温度；C：TEX86 温度；D：∆T = U37
K'

 SST - TEX86 

Temp.；E：BIT 指标。深海氧同位素时期 (MIS 1-10)和 终止期 (T I-IV)标注于图上方。 
 

 
图 22  冰期-间冰期变化中南海北部上层水体温度及混合层深度变化的示意图。氧同位素 5.5 
和 6.2 的温度记录分别被用来代表间冰期（左）和冰期（右）状态。弧形箭头代表风驱混合

作用，由白到黑的颜色变化表示阳光随深度的衰减。 

 



主要科研进展 

‐ 19 ‐ 
 

（2） 末次冰消期到全新世东海陆架区（济州岛西南泥质区）生态环境重建 

  
图 23 东海济州岛西南泥质区 F10B 站位全新世温度记录及与 B3GC 站位记录的比较 

 

通过东海陆架济州岛西南泥质区表层和次表层生物标志物温度记录的重建，

发现全新世期间这一区域温度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化（图 23）。通过与邻近黑潮区

域的记录进行对比发现，在早全新世其温度变化主要与全球变化相关，中全新世

与黑潮变化同谐，说明了黑潮的变化对这一区域温度变化的控制影响。在晚全新

世表层与次表层温差的急剧减小说明了这一时期类似现代的冷涡体系对这一区

域温度变化的控制。该成果已投稿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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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东海济州岛西南泥质区 F10B 站位末次冰消期到全新世海源及陆源生物标志物记录 

 

通过东海陆架济州岛西南泥质区浮游植物生物标志物和陆源生物标志物记

录的重建，发现从末次冰消期到全新世存在两个变化大的时期（图 24）。一个是

在末次冰消期，此时低的海平面造成了长江或黄河对这一区域的直接影响，造成

陆源有机质比例大幅上升。另一变化大的时期是在晚全新世，此时冷涡的影响控

制了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冷涡引起的上升流导致了高的海洋生产力，再加

上这一时期高的海平面，从而导致这一时期低的陆源有机质比例。该成果已投稿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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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O-BDEs,OH-BDEs,PBDEs类生物标志物记录在东海的重建 

 

图 25 （左）Core DH33 中 MeO-BDEs、OH-BDEs 和部分陆海源生物标志物历史沉积记录；

（右）Core KP04 中 MeO-BDEs、OH-BDEs 和部分陆海源生物标志物历史沉积记录 

两个沉积柱泥芯中MeO-BDEs和OH-BDEs均在PBDEs生产前出现，显示其自

然元特征（图25）。沉积柱泥芯中MeO-BDEs和OH-BDEs具有明显的同步变化特

征，且其正相关，显示二者具有相同来源；MeO-BDEs和OH-BDEs与海源有机质

变化的一致性显示，其来源可能主要来自于海洋。MeO-BDEs和OH-BDEs与海洋

生物标志物菜子甾醇、甲藻甾醇和长链烯酮的一致性变化，显示其来源可能主要

由海洋浮游植物等初级生产力产生。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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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东海表层沉积物中 MeO-BDEs 和 OH-BDEs 空间分布特征，(左上)采样站位； 

(a) 6-MeO-BDE-47 ；(b) 6-OH-BDE-47； (c) 2'-MeO-BDE-68 

三种化合物均呈现离岸高的趋势，与污染物分布趋势明显不同，显示其天然

海源特征（图26）。高含量区集中在黑潮流轴处，显示它们可能主要来源于黑潮

的输运或者在该海域的产生；6-MeO-BDE-47和6-OH-BDE-47含量的空间分布存

在较大差异，可能与其沉积环境有关。该研究成果相关文章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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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水综合利用技术 

首席科学家：高从堦 

学术骨干：王海增、胡仰栋、李春虎、毕彩丰、范玉华、单宝田、苏保卫、伍联

营、王志宁、高学理、朱桂茹、卞俊杰、徐  佳 

1.分离膜开发和制备研究进展 

 (1) 抗菌膜研究进展 

抗菌性膜表面的构建是分离膜研究开发的重点和热点方向之一，然而，由于

抗菌材料或制备工艺等方面存在成本高、工艺不完善等问题，抗菌膜仍停留在实

验室研究阶段。高从堦院士课题组率先提出采用含辣素功能结构单体或聚合物制

备超滤膜，前期研究中采用含辣素功能结构的聚合物与膜材料共混制膜，发现所

得超滤膜的抗菌性能受到限制（不到 90%），没有达到对大肠杆菌抑菌率达到

100%的预期。因此，采用紫外光引发的表面接枝技术进行聚醚砜超滤膜的表面

改性制备抗菌性超滤膜，以期在膜表面抗菌性能方面实现突破。研究表明，在紫

外辐照接枝改性技术中，紫外辐照剂量是影响接枝效果的 重要因素，其次为改

性液中 N-(4-羟基-3-甲氧基-苄基)丙烯酰胺（简称 HMBA）的含量，所得超滤膜

在亲水性方面有很大改善，唯一不足的是抗污染性欠佳。尽管如此，所得膜的抗

菌性能却非常优异，达到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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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聚醚砜超滤膜表面接枝率随改性液浓度和辐

照时间的变化规律 
图 28 单体比例及辐照时间对膜表面抑菌性的影响 

(2) 双离子型纳滤膜的开发 

通过化学改性法制备了一种双离子改性壳聚糖材料——氧羧甲基壳聚糖

（O-CMC），并以其作为膜材料制备了不同电荷强度的高性能双离子型纳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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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制膜工艺、成膜机理、分离特性、抗污染性和耐溶剂性进行研究。采用 FT-IR、

XPS、AFM、SEM、X-射线衍射等方法，表征所制备双离子纳滤膜的表面化学组

成、结构和形貌、断面结构以及荷电性质等；采用膜性能评价装置对其分离特点、

渗透性能、抗污染和耐溶剂性能进行了表征。 优条件下制备的纳滤膜对

1000mg/L 的 Na2SO4 溶液具有 94.36%的截留率，膜通量为 16.78 L·m-2·h-1，纳滤

膜长期运行仍能保证高截留性能。 
 

 
图 29 改性壳聚糖红外图谱 

 
图 30 双离子改性壳聚糖纳滤膜表面和断面

SEM 图 

(3) 反应型二氧化硅改性反渗透复合膜研究进展 

目前，商品化反渗透膜在渗透通量、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等方面难以进

一步突破。为此，围绕无机纳米粒子-有机杂化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中，反

应型有机-无机杂化沸石复合膜可望实现高截盐率、高通量。一方面，随着不同

粒径以及氨基功能化前后的介孔 SiO2 颗粒含量的增加，复合膜的水接触角不断

减小，且氨基功能化介孔 SiO2 掺杂改性的膜亲水性更好。另一方面，随着不同

粒径以及氨基功能化前后的介孔 SiO2 颗粒含量的增加，膜的截盐率变化很小（都

在 94%以上），而膜的水通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当掺杂量过高时，改性膜的截

盐率均有所下降，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通量与截盐的权衡，介孔 SiO2 颗

粒的掺杂量应当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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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图 31 不同粒径 SiO2 颗粒(A, 164nm; B, 200nm)和氨基功能化 SiO2 颗粒(C, 19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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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不同粒径 SiO2颗粒含量对聚酰胺反渗透

复合膜表面性质的影响 
图 33  不同粒径 SiO2 颗粒含量对聚酰胺反渗透复合膜

分离性能的影响 

(4) 新型仿生磷脂/MO 反渗透复合膜的制备研究 

仿生反渗透复合膜是膜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前期探索实验的基础

上，研究了 DPPC 双层膜的铺展情况和掺杂不同比例 MO 的 DPPC 双层膜的铺展

情况。 

.DPPCⅠ 双层膜的铺展情况研究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确定了用于制备纳滤膜支撑磷脂复合膜的 DPPC 囊泡浓

度为 0.02mg/mL，铺展时间为 6h，操作温度为 55°Ｃ。较高浓度的磷脂和较长时

间的浸泡有利于支撑磷脂膜的铺展，从而能够得到亲水性较好、缺陷较少的磷脂

双层膜（如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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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纳滤膜支撑的DPPC（0.02mg/ml,铺展6h）磷脂双层膜的AFM图像。 

a, NTR7450支撑的DPPC双层膜；b, NF270支撑的DPPC双层膜 

.Ⅱ掺杂不同比例 MO 的 DPPC 双层膜的铺展情况研究 

MO的加入会使DPPC的相转化温度（42℃）发生改变，使DPPC/MO混合膜

在室温下（25℃）下就可完成铺展，摆脱高温下铺展的限制对于简化实验步骤和

降低制膜能源的消耗均有重要的意义。选取MO添加比例为30%、50%和70%制备

DPPC/MO的混合囊泡在NTR-7450与NF-270表面进行铺展。由图33看出，在

NTR7450表面随MO含量的增加或铺展温度的降低，得到的支撑磷脂双层膜的粗

糙度逐渐增高。在MO含量为50%，铺展温度25℃的条件下能够得到较好的

DPPC/MO混合双层膜（图36 d）。对于NF270也有相似的情况，所得到的DPPC/MO

双层膜的平整度随温度下降和MO含量的增加而下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0%MO、25℃时的磷脂混合膜表现出较低的粗糙度。 

 

a  b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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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NTR7450支撑的不同MO含量的DPPC/MO磷脂膜在不同温度下的AFM图像 

（a, b, c 为7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d, e, f 为5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g, h, i 为3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d  e  f 

g  h  i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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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NF270支撑的不同MO含量的DPPC/MO磷脂膜在不同温度下的AFM图像 

（a, b, c 为7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d, e, f 为5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g, h, i 为30%MO含量的DPPC混合膜分别在25、35、45°C下的铺展情况。） 

2.分离膜应用技术开发 

膜分离技术由于兼有分离、浓缩、纯化和精制的功能，又有高效、节能、环

保、分子级过滤及过滤过程简单、易于控制等特征。因此，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

品、医药、生物、环保、化工、冶金、能源、石油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当今分离科学中 重要的手段之一。高从堦院士课题组在

膜分离技术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的研究，部分成果如下。 

(1) 电渗析技术在发酵液脱盐方面的应用 

电渗析技术是一项十分成熟的膜分离技术，随着特种离子交换膜的研制和传

统电渗析装置的不断革新和改进，以及电渗析对带电离子选择性的迁移作用，电

渗析技术在特种物料分离的领域，特别是氨基酸发酵液的脱盐方面备受关注。 

高从堦院士课题组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氨基酸料液在不同的 pH

值（等电点与非等电点）条件下进行了脱盐研究，二是采用不同的离子交换膜（均

相离子交换膜、异相离子交换膜）对料液进行脱盐， 终探索除了 佳的脱盐方

式，保证了氨基酸回收率。同时对 佳的脱盐条件进行了成本的核算。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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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调节 pH 值前后的异亮氨酸回收率及

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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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不同离子交换膜异亮氨酸回收率及损

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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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不同离子交换膜的成本 

(2) 双极膜电渗析制备 H 型分子筛并回收 NaOH 的研究 

双极膜电渗析技术是传统电渗析与双极膜的创新性结合。在传统电渗析的应

用基础上，将双极膜能够利用水/醇解离作为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的发生源的特

殊功能加以组合，有望解决环境、化工、生物等领域中长期遗留的技术难题，是

十分值得推广的膜技术之一。 

该研究利用双极膜电渗析的特性对钠型分子筛转化为氢型分子筛的可行性

进行探索。利用双极膜水分解产生的氢离子交换钠型分子筛中的钠离子进行氢型

分子筛的制备，且交换出的钠离子同时与水解产生的氢氧根离子结合产生高纯度

的氢氧化钠。实验过程中探索了可能影响其转化的各种因素并加以优化，为双极

膜电渗析在氢型分子筛的制备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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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Scheme of the lab-scale EDBM for recovering sodium ions exchanged from ZSM-5 

zeolite 

(3) 纳滤膜海水软化技术 

采用国产纳滤膜软化海水及其用于海上油田驱油配聚的研究，技术上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为国家远洋平台海上油田注水和配聚用水开辟了水源，解决了远洋

深水平台陆运淡水成本高、海水配注效果差的问题，且装备体积小、产水水质稳

定，随着国家在南海远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其在海上油田开采方面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以现场试验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利用国产纳滤膜，开展了现场短期小型试

验，初步确定合适的纳滤膜和合适的操作条件，分析过程污染问题和清洗策略。

同时，通过纳滤膜软化海水配制驱油用的超高分子量线性聚丙烯酰胺聚合物母

液，考察在地层温度下驱油用的聚丙烯酰胺在软化海水中的溶解性能，并研究软

化产水对线性聚丙烯酰胺溶液增粘性的影响，完成了软化海水配聚的可行性评

价。另外，为了配合中试研究的开展，根据子任务计划，设计并加工制造了 60t/d

的集成膜法海水软化中试验成撬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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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纳滤膜海水软化水水质对配聚粘度的影响 

纳滤膜软化系

统回收率

(Rc)/% 

TDS 

/mg·L
-1

 

Ca
2+
和 Mg

2+
  

/mg·L
-1

 

1500mg·L
-1

PAM 溶液的粘度

/mPa·s 

超滤后的海水 33148 1660 11.7 

17 6117  98.5  52.7 

34 9397  109.7 45.3 

50 12233 118.5 40.1 

67 22675 172.0 30.2 

 

图 41 纳滤海水软化中试流程及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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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 

首席科学家：于良民 

学术骨干：王  佳、夏树伟、张志明、杜  敏、包木太、李昌诚、李一鸣、

张  静、李  霞、董  磊、徐海波、姜晓辉、赵海洲、闫雪峰 

1. 合成出新型不对称二硫代类杀菌剂 

二硫代类化合物本身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而不对称二硫代类化合物在有机

合成中有较广的合成用途。以二硫代二丙酸二甲酯、甲氧丙胺、乙氧丙胺、异丙

氧基丙胺、丁氧基丙胺、正辛胺、正丁胺为原料，合成出 N-正辛基-N’-丁氧基丙

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正辛基-N’-甲氧基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

正辛基-N’-乙氧基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正辛基-N’-异丙氧基丙基不对

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丁氧基丙基基-N’-甲氧基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

丁氧基丙基-N’-乙氧基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异丙氧基丙基-N’-甲氧基

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N-正丁基-N’-丁氧基丙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 8

种未见报道的不对称二硫代酰胺。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小抑菌浓度

均在 0.125～0.250mg/mL 之间；不对称二硫代化合物与含相应基团的对称二硫代

化合物相比，具有更高的抑菌性能。含正辛基不对称二硫代二丙酰胺具有较特殊

的侧链结构，可能在化学性质上有新的用途。 

2. 具有低表面能特性的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树脂的合成及其性能 

以有机硅和各种丙烯酸酯类单体为原料，采用自由基共聚合成了具有低表面

能特性的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树脂。实验表明，该类树脂与水的接触角达 113°，且

储存期大于 18 个月，解决了该类树脂的储存稳定性问题；静态浸泡和划水加速

试验 3 周期后树脂涂层表面保持光滑，仍具有较低表面能；涂层在污损生物生长

旺季的海洋中浸泡 90 天后，表面基本无海生物附着。 

3. 建立了固体浮力材料的加工测试平台，低密度、高强度固体浮力材料的研发

取得了进展 

固体浮力材料是深潜器、水下机器人等深海装备重要的承载材料，研发低密

度、高强度的固体浮力材料对深海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以空心玻璃微珠填充改性环氧树脂，制备了低密度、高强度的浮力材料，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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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达 0.69g/cm3，抗压强度达 90MPa。通过填充空心玻璃微球浮力材料包裹制

备的大直径空心球，使浮力材料的密度可降为 0.60g/cm3 时，抗压强度可达

80MPa。探讨了改性树脂和固化剂体系、空心玻璃微球的粒径、体积填充分数、

表面处理方式等对浮力材料性能的影响。实验表明，基体的抗压强度越高，其复

合材料的压缩强度就越高，基体韧性和粘结性能越好，复合材料的强度会有一定

程度的增强。为研发的浮力材料下一步的实海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了由成型模具、固化成型设备、切割加工设备和静水压力实验装置组成

的较完整的深海固体浮力材料成型加工实验平台，可进行浮力材料的成型固化条

件、加工工艺、表面包覆及粘接、抗静水压性能等研究，实现对深海固体浮力材

料应用性能的综合评价。 

 
图 42 浮力材料固化成型实

验平台 

 
图 43 浮力材料切割加工装

置 

 
图 44 静水压力实验装置 

4. 新型形貌氧化亚铜的制备 

采用亚硫酸钠还原法制备氧化亚铜的工艺路线，探讨了高分子模板聚丙烯酰

胺（PAM）用量、PAM 引入温度、硫酸铜浓度等对氧化亚铜形貌的影响，得到

了片状、针状、线状等不同形貌的氧化亚铜晶体。实验表明，随 PAM 用量的增

加氧化亚铜由细小的絮状向片状逐渐演化；PAM 在低温时引入主要得到颗粒和

片状晶体，而在高温时引入主要得到针状或线状晶体；随着硫酸铜浓度的增加，

氧化亚铜的形貌由较大片状晶体形成的团簇逐渐向针状晶体团簇演化。 
 

    
图 45 不同量 PAM 作用下所得 Cu2O 的 SEM 照片 

[Cu2+] =0.5M，pH=8.0，95℃，陈化时间 15h，常温加入 PAM 
(a) [PAM]=0.5%，(b) [PAM]=1.0%，(c) [PAM]=2.0%，(d) [PA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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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温度 Cu2O 样品的 SEM 照片 

(a-b) [PAM]=1.0%， (a) PAM 在 25℃加入，(b) PAM 在 100℃加入 
(c-d) [PAM]=3.0%， (c) PAM 在 25℃加入，(d) PAM 在 100℃加入 

    
图 47 不同硫酸铜浓度下所得 Cu2O 的 SEM 照片 

 [PAM]=3.0%，pH=8.0，95℃，陈化时间 15h，高温加入 PAM 
(a) [Cu2+] =0.1M，(b) [Cu2+] =0.3M，(c-d) [Cu2+] =0.5M 

5. 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功能化 

. Ⅰ 改进了“化学一步法”，实现了兼顾高电学、高磁学性能的导电聚吡咯纳米

结构、PEDOT 微/纳米结构的制备，达到了实际应用性能；并对其电磁参量频谱

特性进行了测定，其 大衰减分别为 17dB 和 9dB，结果表明：吸波性能 好的

电磁功能化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并不是对应电学、磁性性能的 高点。 

 
图 48 导电聚吡咯纳米结构形貌、电学磁性性能及电磁参量频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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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导电 PEDOT 微/纳米结构形貌、电学磁性性能及电磁参量频谱特性 

.Ⅱ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用于防腐研究：通过改变掺杂剂的种类或掺杂剂/

单体摩尔比，实现由亲水性向疏水性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转变，从而提高防

腐性能。 

 

 
图 50 亲水性（磷酸掺杂）和疏水性（PFOA 掺杂）聚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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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米结构形貌及其电化学阻抗谱 

 
图 51 亲水性和疏水性聚吡咯微/纳米结构形貌及其电化学阻抗谱 

 

6. 环境友好型海洋溢油污染微生物修复应用基础研究 

围绕环境友好型石油烃降解菌的生物物理化学过程，针对海洋溢油应急处理

中消油剂大量使用形成的海面分散溢油，筛选适宜海洋环境的环境友好型低温石

油烃降解菌群（图 52），构建海洋溢油微生物修复菌剂（剂型）体系，通过 GC-FID、

GC-MS 化学指纹分析手段剖析石油烃组分的变化（图 53），采用 PCR-DGGE、

基因测序与系统发育树分析解析石油烃降解菌微生物群落变化规律，揭示石油烃

降解菌微生物群落变化与乳化原油石油烃组分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化学分

散后溢油的海洋生态环境友好性；探讨海洋乳化溢油微生物修复机制，开展海洋

溢油生物修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有关室内模拟环境下海洋溢油生物降解的研究

成果已发表于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2, 64(6):1177-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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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N 系列菌系统发育树 图53 N系列菌10d对原油降解效果（25 oC） 

(a) n-alkane hydrocarbons (b) five target alkylated 
PAHs (c) other target aromatic compounds 

围绕着表面活性剂及其与聚合物复配体系在油水界面上的吸附特性、自组织

行为的机制及对界面性质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利用耗散颗粒动力学的介观模拟方

法考察了分子内因和外部因素对该体系自组织行为的影响。揭示了表面活性剂及

其与聚合物复配体系在油水界面上的吸附特性、自组织行为的微观机制（图 54）

及对油水界面性能影响的微观机理（图 55）。有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2012, 63, 154-162和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33, 1437-1443. 

图 54 不同油水比下 CTAB/油/水体系的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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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不同 CTAB 浓度和油水比下油水界面厚度和界面张力变化图 

7、PAN 碳纤维的电化学改性技术与电化学工程应用 

系统建立了聚丙烯腈（PAN）碳纤维的电化学改性技术与方法，与北京三

友签署了代理申请 PCT 国际专利的委托协议。对电化学改性 PAN 碳纤维的结构

（如图 56）与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含氧和含氮官能团的共掺杂是其

具有准电容特性和电催化活性的原因。初步研究了海水环境参数溶解氧和流速对

电化学改性 PAN 碳纤维的 ORR 影响。针对海水环境参数模拟与控制、电极材料

性能评价、电池系统测试及相互影响，设计了可模拟不同海况下的专用模块化海

水电池研发平台。建立了 PAN 碳纤维用于烟气吸收液亚硝酸铵的电化学氧化处

理方法，可将亚硝酸铵转化为硝酸铵（如图 57），实现废物资源的有效利用。 

      
图 56 电化学改性 PAN 碳纤维的表面        

氧氮共掺杂结构示意图 

 

  图 57 流动体系中 NH4

+
、NO2

-
 和 NO3

-

三种离子比例变化图 

8、新型牺牲阳极的研发及其实海实验 

    完成“深海牺牲阳极性能研究”，进行“新型高效铝合金牺牲阳极研制——阳

极设计、性能测试、实海实验 ”和“镶嵌式复合牺牲阳极研究应用”。研究获得 2

种低温阳极配方，并成功进行实海实验验证，效果良好；研究获得和改进了高效

牺牲阳极，弄清楚杂质铁元素对牺牲阳极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获得牺牲阳极性



主要科研进展 

39 
 

能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并通过长达一年四季的实海实验，获得可供生产的高效牺

牲阳极；针对阴极保护初期大电流和中期小电流的需求，研究获得了 2 种结构镶

嵌式复合牺牲阳极，利用高活性阳极提供初期大电流以及基底高效牺牲阳极满足

保护寿命，通过模拟实海实验获得初步的应用参数，提供使用的设计方案。 

 

图 58 低温阳极腐蚀形貌 

   
图 59 实海实验 

     

图 60 复合阳极试样及模拟实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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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及科研课题 

2012 年实验室承担科研项目的层次、数量和获批经费总额稳中有升。目前

实验室成员共主持或参加国家、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100 余项，总合同经费

12115 万元。其中 2012 年实验室主要新增项目 10 项，总合同经费 1808 万元，

主要包括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2 项、面上项目 5 项、青年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1 项。在研的国家 973 项目、86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及其他山东省、青岛市多

类科研项目约 90 余项，总合同经费 10307 万元。科研工作处于平稳推进中，2012

年度海洋化学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应用研究保持了旺盛发展的势头，取得丰

硕成果。 

在研及新增项目分类统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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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 年主要新增纵向课题 

项目（课题）名称 类别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 
赵美训 2013-2015 600 

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 
教育部高等学

校学科创新引

智计划 
赵美训 2013-2017 450 

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

与防护技术 
教育部创新团

队发展计划 于良民 2013-2015 300 

黄海全新世沉积有机质来

源和组成变化的多参数指

标重建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邢磊 2013-2016 88 

利用多元地球化学示踪剂

解析东海外陆架水团结构

及营养盐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张劲 2013-2016 85 

植被与气候变化在我国渤

黄东海陆架泥质区中的木

质素分子化石和稳定同位

素沉积记录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李先国 2013-2016 84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沉积物

再悬浮对近岸营养盐循环

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姚庆祯 2013-2016 84 

含水分子集簇通道介孔纳

米颗粒-反渗透复合膜的结

构设计及制备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朱桂茹 2013-2016 80 

多参数示踪调水调沙影响

下的黄河口海底地下水排

放过程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许博超 2013-2015 25 

海洋生物活性小分子衍生

物金属配合物靶向诱导肿

瘤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研

究 

教育部博士点

基金 范玉华 2013-20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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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 年部分在研课题 

项目（课题）名称 类别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我国陆架海生态环境演变

过程、机制及未来变化趋势

预测 

科技部 973 项

目 赵美训 2010-2014 3265 

多重压力下近海生态系统

可持续产出与适应性管理

的科学基础—第二课题：营

养元素循环的关键过程对

多重压力的响应与反馈 

科技部 973 课

题 刘素美 2011-2015 300 

海洋环境变化与水母暴发

的相互作用 
科技部 973 课

题 于志刚 2011-2015 319 

近海富营养化关键过程及

其对藻华灾害的驱动作用 
科技部 973 课

题 石晓勇 2011-2015 315 

船用防污漆中 DDT 替代品

及替代技术开发 
科技部 863 课

题 李昌诚 2010-2012 514 

高通量纳滤膜材料的规模

化制备技术 
科技部 863 项

目 高学理 2012-2014 212 

静态海洋装备用防污材料

的研发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于良民 2012-2014 540 

基于材料结构特性的新型

海洋防污涂料开发与产品

化 
海洋公益 于良民 2010-2014 488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刘素美 2010-2013 200 

中国东海和黄海中生源硫

的生产、分布、迁移转化与

环境效应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杨桂朋 2011-2014 220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我

国边缘海有机碳汇影响的

有机分子记录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国际

合作研究项目 
赵美训 2011-2013 200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底边界

层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国际

合作研究项目 
于志刚 2010-2013 150 

环境友好型海洋防腐蚀和

防附着新技术开发与产品

化 

海洋局公益性

专项 于良民 2010-2012 146 

不同来源有机碳在长江口-
东海内陆架的水动力分选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姚  鹏 2012-201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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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水体两种生源活性

其他甲烷和二甲基硫氧化

速率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丁海兵 2012-2015 72 

长江口及东海溶解态锰的

分布、形态转化及其影响机

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任景玲 2010-2015 72 

海洋中丙烯酸的产生、分布

和迁移转化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刘春颖 2012-2015 71 

不同氧环境油田含聚丙烯

酰胺污水生物降解过程与

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包木太 2012-2015 60 

不同粒径颗粒物在高浑浊

河口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

的作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于志刚 2010-2012 52 

中国东海和黄海中一氧化

碳的浓度分布及其时空变

化、光化学生产和生物消耗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杨桂朋 2010.1-2012.12 51 

中国东海典型边缘海沉积

物中硫的早期成岩循环及

制约因素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朱茂旭 2011-2013 50 

典型大河河口中氧化亚氮

的分布、产生和释放及其影

响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张桂玲 2011-2013 50 

近 200年来东海和黄海泥质

区浮游植物生态结构演变

的生物标志物记录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邢  磊 2010-2012 50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丁海兵 2010-2012 50 

环境微生物生物物理化学

过程 

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包木太 2012-2014 50 

海洋浮游植物叶绿素荧光

参数对营养盐（N、P）限制

的响应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王江涛 2011-2013 48 

利用多维稳定同位素分析

研究天然表层水中烷基酚

的光化学降解机理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李先国 2010-2012 47 

以小分子海洋生物活性物

质为前躯物配合物的设计

合成与抗肿瘤活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毕彩丰 2011-2013 35 

带锈碳钢腐蚀电化学特征

与数据解析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王  佳 2010 -2012 35 



科研经费及科研课题 

‐ 44 ‐ 
 

空心的电磁功能化导电聚

合物微/纳米结构的构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张志明 2010-2012 33 

高分子模板的合成及其调

控下纳米Cu2O 的制备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董  磊 2012-2014 26 

含水通道磷脂复合反渗透

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王志宁 2012-2014 25 

利用生物标志物 ladderane
研究长江口外低氧区的时

空分布规律和形成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杨红梅 2012-2014 24 

动态层层自组装聚电解质

纳滤膜的成膜机理及结构

调控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苏保卫 2010-2012 23 

抑菌性抗污染聚醚砜超滤

膜的研制及其成膜机理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高学理 2011-2013 20 

新型吲哚衍生物的合成及

其海洋防污性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 李  霞 2011-2013 20 

近海海洋环境中 PBDEs 迁
移转化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赵宗山 2011-2013 19 

我国近海生态环境响应异

常大风、降水的预评估技术

研究与应用示范 

海洋局公益专

项 

梁生康

（部分负

责人） 
2012-2015 220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

发》项目——大型油气田及

煤层气开发课题：深水水下

生产设施制造、测试装备及

技术之子课题：水下生产设

施浅水测试装备及技术研

究的子任务“水下工艺装备

腐蚀与防护性能测试技术

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子任务 杜  敏 2011-2015 180 

大气环境中材料薄液膜腐

蚀的电化学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王佳（部

分负责

人） 
2012-2016 90 

基于海上油田采油注水的

海水膜软化技术的研究开

发 

863 计划子课

题 苏保卫 2010-2012 83 

多重压力下近海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产出与适应性管

理的科学基础 

科技部 973 子

课题 任景玲 2011-2015 75 

渤海水交换与环境容量评

价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李克强 2010-2012 76 

河口水环境多因子耦合生

态学基准 
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子课题 姚庆祯 2012-201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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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重金属污染新型监测

与风险评估技术业务化示

范应用 

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 陈洪涛 2011-2014 52 

百瓦级动力型海水超级电

容溶解氧电池 市攻关 徐海波 2012-2014 50 

深海用高强度浮力材料的

制备技术研究 专项基金 李昌诚 2010-2012 50 

扇贝对虾加工关键技术与

设备研发及扇贝养殖生态

环境保障技术的应用与示

范 

国家海洋局公

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经费项目 

姚鹏（承

担部分子

课题） 
2012-2016 40 

江苏省重点海域海洋环境

容量研究项目技术服务 科技服务 李克强 2012-2012 35 

基于 GIS 的青岛市海洋环

境监测数字管理平台研究 青岛市 石晓勇 2011-2013 30 

波罗的海和东海的低氧的

对比研究：以气候变化和土

地利用改变为因素 

科技部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子

课题 
任景玲 2010-2013 30 

深海环境牺牲阳极性能研

究 横向 王  佳 2011-2013 140 

发酵液澄清分离膜筛选评

价和配套工艺研究 横向 高学理 2011-2013 100 

天然气脱硫脱碳新型 CCJ
胺溶液现场推广应用 横向 李春虎 2012-2013 100 

新型高性能牺牲阳极 横向 
杜敏（第

二负责

人） 
2011-2012 93 

金属包装产品缺陷检测与

货架寿命评估技术开发 横向 王  佳 2011-2013 92 

环境友好型溢油分散剂的

配方确定及性能评价 横向 梁生康 2012-2121 72 

海底管道阴极保护研究试

验管段开发阴保监测项目 横向 杜  敏 2012-2013 65 

镶嵌式复合牺牲阳极的研

制 横向 杜  敏 2011 -2013 62 

双极膜电渗析制备 H 型分

子筛并回收 NaOH 的研究 横向 高从堦 2010-201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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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自主科研基金 

实验室自 2010年起设立自主科研基金,以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为经费支

持，资助实验室和化学化工学院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术人员进行交叉性研究或

探索性前沿研究。2012 年实验室共资助自主科研基金 5 项，经费共计 60 万元，

为青年教师申请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奠定基础。 

2012 年实验室自主科研基金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项目类型 

1 
石墨烯自组装制备反渗透复合膜及其传递

机理研究 
高学理 

2 
东海和黄渤海浮游植物生物标志物氢同位

素作为古盐度替代指标的现代过程验证 
邢  磊 

目标导向性

课题 

3 
天然产物松香的金属盐树脂设计合成及其

应用性能研究 闫雪峰 

4 
基于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的监测海洋重

金属离子电化学传感器 
张志明 

5 海洋酸化对生源活性气体DMS释放的影响 张  婧 

自由探索性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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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性课题 

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负责人：赵美训；  

项目成员：杨桂朋、刘素美、于志刚、丁海兵、张桂玲、张龙军、张晓华、 

姚庆祯、于娟 ； 

起止时间：2012.01-2015.12 

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创新研究群体以赵美训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由长期从

事海洋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界面化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海洋微生物学理论、

观测、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的 11 位中青年科学家组成，其中包括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1 人，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5 人。该群体以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近

五年来，在海洋有机地球化学、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海洋生源活性气体生物

地球化学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内外相

关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该群体将进一步发挥学科交叉与综合优势，紧扣海洋有

机碳循环与生态环境演变科学前沿问题，以东-黄海为研究区域，深入开展“海洋

有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阐明海洋有机物的产生、转化/降解和埋藏机制及

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评估“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海洋碳汇的影

响，为国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外交谈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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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项目负责人：于良民        

项目成员： 堦高从 、张志明、夏树伟、包木太、李昌诚、高学理、 

李一鸣、孙明亮、姜晓辉、赵海洲、李霞、闫雪峰、董磊、徐佳 

起止时间：2013.01-2015.12 

经过 10 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形成了一支专业性强、年龄结构

合理的“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科研团队。团队由 1 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1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领衔的 10 余名

教师组成。团队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针对国内防污涂料

存在的环境污染和基础材料与关键技术落后等核心问题，以防污涂料基础材料—

树脂、防污剂等的研发为基础，结合复配技术和防污性能评价方法的研究，致力

于环境友好型海洋防污材料的系统研发。主要研究方向：（1）功能树脂的研究与

开发；（2）环境友好型防污剂的研究与开发；（3）环境友好型防污涂层的研究与

开发应用；（4）防污材料的环境与生物等特性的研究。近年来，团队在环境友好

型海洋防污涂料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抗污功能膜材料的研发、新型海洋防护材料

-导电聚合物微/纳米结构及其功能化以及环境友好型海洋油污染生物修复功能

材料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具有

一定的影响。团队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瞄准当前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需求和

海洋功能材料领域的前沿问题，预期通过三年的建设，在迫切需要的舰船、深远

海设施用防污涂料产品与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方面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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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创新引智计划） 

项目负责人：赵美训      

项目成员：杨桂朋、刘素美、于志刚、张桂玲、丁海兵、李先国、石晓勇、 

任景玲、邹  立、姚庆祯、陆小兰 

起止时间：2013.01-2017.12 

“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以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

平台，依托海洋化学优势学科，瞄准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的国际科学前沿“碳循

环与环境变化及生态安全”开展研究工作。基地将引进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

及日本等 4 个国家的 12 名优秀科学家，形成实力强大的国际化研究阵容。研究

方向涵盖了海洋有机碳循环的关键控制过程、海洋活性气体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响

应及其气候效应、海洋有机碳汇演变记录及控制机制和海洋化学示踪技术等四个

方向。通过该基地建设，将促进引进海外人才与国内科研骨干的融合，开展高水

平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学校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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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专利 

2012 年度实验室成员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84 篇，其中 85 篇论文被 SCI

或 EI 收录。部分科研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Hydrology、Chemosphere、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Marine Chemistry 等期刊上。2012 年度实验室成

员已授权发明专利 5 项。 

1、SCI/EI 收录论文  

1. Sui Yan, Gao Xueli, Wang Zhining, Gao Congjie. Antifouling and antibacterial 
improvement of surface-functionalized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membrane prepared via 
dihydroxyphenylalanine-initiated atom transfer radical graft polymerizations.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2012, 394-395, 107-119. (IF=3.85) 

2. Jia Xu, X.S. Feng, C.J. Gao.  Development of an antibacterial copper (II)-ch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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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2 

用于海水烟气脱硫的贝基规整

催化填料及其制备方法 201210086120.9 中国发明

专利 李春虎 2012.3 

一种用于处理海岸漂浮油污的

装置 201220166061.1 中国实用

新型 李春虎 2012.4 

一种用于光催化氧化半焦基烟

气脱硝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210457971.X 中国发明

专利 李春虎 2012.11 

一种用于海水改性 Lo-catⅡ法

海上采油伴生气中 H2S 的新型

工艺 
201210457932.X 中国发明

专利 李春虎 2012.11 

一种氰化贫液回收处理方法 201210185039.6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6.7 

一种具有永久亲水性和永久抗

菌性的超滤膜制备方法 201210160642.9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5.23 

一种抗菌性聚醚砜超滤膜的制

备方法 201210161333.3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5.23 

一种抗菌性聚砜超滤膜的制备

方法 201210161333.3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5.23 

一种将废水、海水混合后利用

反渗透膜深度处理的海水淡化

工艺 
201210185373.1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6.7 

一种基于配位作用的聚电解质

自组装复合纳滤膜的制备方法 201210199733.3 中国发明

专利 高学理 20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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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滤分离膜及其制备方法 201210099764.1 中国发明

专利 徐佳 2012.4.6 

一种高分子金属盐及其制备方

法和在制备防污涂料中的应用 201210126407.X 中国发明

专利 

董磊  
闫雪峰 于
良民 李昌

诚 姜晓辉 
李霞  

赵海洲 张
志明 夏树

伟 倪春花 

2012.4.26 

一种水性丙烯酸高分子化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它的用途 201210433957.6 中国发明

专利 

董磊  
闫雪峰 于
良民 李昌

诚 姜晓辉 
李霞  

赵海洲 张
志明 夏树

伟 倪春花 

20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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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队伍建设 
1、理顺人员隶属关系，完成第一期人员聘任 

根据实验室改革试点方案要点，2012 年初理顺了实验室和学院人事关系，

明确了隶属于实验室和学院的各自人员，并按照人事隶属关系对各自隶属的人员

依据学校规定分别行使人事管理权，包括岗位聘任、解聘、考核、业绩评价、晋

职晋升推荐及校内岗位津贴发放等。 

2012 年初实验室在个人自愿选择，首席科学家推荐，学科建设工作委员会

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一期人员聘任工作。此次实验室共聘任固定人员 60 人，

其中实验室固定人员 I（人事关系隶属于实验室）29 人，固定人员 II 31 人（人

事关系隶属于学院）。 

2、创新团队建设取得突破进展 

本年度，以赵美训教授为学术带头人，杨桂朋教授、刘素美教授、于志刚教

授为主要学术骨干的“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

研究群体资助，该群体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二个、全国海洋领域第六个获得创新

研究群体资助的团队，海大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海洋科学领域拥有两个国家级

创新研究群体的单位。以实验室于良民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环境友好型海洋功

能材料与防护技术”研究团队获批教育部创新团队。两个创新团队以“海洋化学理

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分别在海洋化学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

开放应用方向开展研究，将进一步发挥学科交叉与综合优势，提高实验室的竞争

力。 

3、规范人才引进规章制度，人才引进工作稳步进行 

本年度根据《中国海洋大学人才引进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及实验室近几

年来人才需求情况，实验室进一步完善了各类人才（青年英才工程、研究人员、

高级工程/实验技术人员、工程/实验技术人员、自聘人员等）的引进工作流程，

形成实验室各类人才引进详细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实验室的人才引进工作。 

围绕实验室发展的重点需求，积极引进人才。经公开招聘 2012 年实验室新

引进中国海洋大学“青年英才工程”第三层次教师 1 名，青年教师 2 名，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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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引进工程/实验技术人员 3 名，加入到大型仪器

技术服务中心，负责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为更好的支持各方向

首席科学家及有大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开展科研工作，实验室设立自聘人员岗位，

自聘人员的工资费用由实验室和项目课题组按比例共同承担。2012 年实验室共

聘任 6 名自聘人员，推动了学术带头人科研工作的开展，说明是一种有效和可行

的机制。 

经过几年的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目前已形成为一支结构合理、层次均衡、

优势突出的学术团队。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在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拥有“环境友好型海

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教育部创新团队。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61 人，其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山东省“泰山学者”1 人、山东省“泰山学者攀登计划”1 人、中国海洋大学“筑

峰人才工程”1 人、“绿卡人才工程”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8 人。 

（二）人才培养 

实验室主要依托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化学化工学

院现有海洋化学、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博士点，海洋化学、海洋化学工程与

技术、分析化学、应用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化学工程和化学工艺八个硕

士点。2012 年共有在读硕士生 367 名，在读博士生 108 名，其中 2012 年入学博

士生 38 人，2012 年入学硕士生 142 人；2012 年毕业硕士生 117 名，毕业博士生

28 名，2012 年，通过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公派联合培养研究生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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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交流   

1. 设立开放课题/访问学者基金 

为促进学术交流，提高重点实验室的学术研究水平，今年实验室共设立 4

项访问学者及开放课题基金（共 20 万元），用于资助优秀的国内外学者来实验室

开展合作研究。 

2012 年实验室开放课题/访问学者基金 

开展课题名称 姓名 单位 实验室合作者 

用天然氮同位素示踪我国陆

架海氮的关键循环过程 
Mark 

Altabet 美国麻州大学 刘素美 

海洋溢油样品处理与

GC-FID、GC-MS 分析 王镇棣 加拿大环境部溢油研究实

验室 包木太 

我国近海羟胺的测定方法、

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Hermann 

Bange 德国莱布尼兹海洋研究所 张桂玲 

沉积物的表面酸碱性质研究 孙中溪 济南大学 曹晓燕 

 

2.邀请专家来访，增强学术氛围 

2012 年度实验室邀请了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Thomas Bianchi 教授，瑞士

联邦理工学院 Timothy Eglinton 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高树基教授，美国乔治

亚大学王永辰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 Julian Sachs 副教授，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委员会 T.H.Peng 高级研究员，韩国蒲项科技大学 Kitack Lee 教授，台湾中央大

学刘康克教授等 20 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讲学、指导和咨询研究方向的发展，

以提升实验室的科研水平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频繁邀请专家来访启迪了实

验室师生的研究新思维，促进了学术融合。 

同时，“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获批，该基地启动后将引进来自美国、德

国、加拿大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的 12 名优秀科学家，形成实力强大的国际化研究

阵容，必将促进海外人才与国内科研骨干的融合，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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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校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邀请专家来访情况一览表： 

来访时间 研究或报告内容 来访专家单位 
来访专家

姓名 
邀请者

2012.3.28 海洋碳循环研究方法与技术探讨 美国乔治亚大学 王永辰 刘春颖

2012.3.31-4.2 
Explore the N cycle in China Marginal Seas: 

Isotope Technique and Hypotheses 
台湾“中央”研究院 

高树基教

授 
赵美训

2012.4.16-22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Hydrogen Isotopes in Lipid Biomarkers 
美国华盛顿大学 

Julian 
Sachs 
副教授 

赵美训

2012.6.28 膜技术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及案例 
浙江开创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包进峰 高学理

2012.6.14-15 
佛罗里达 Everglades 生态系统甲基汞的主

要“源/汇”估算及光降解在甲基汞循环中

的作用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李雁宾 
博士 

赵美训

2012.8.26-9.4 
  increase of anthropogenic CO2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along 32°S latitude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委员会 

T.H.Peng高
级研究员 

赵美训

2012.8.27-29 
Human footprints in the marginal seas of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韩国蒲项科技大学 

Kitack Lee
教授 

赵美训

2012.9.4-7 
The changing biogeochemistry of continenta

l margins in the Anthropocene 
台湾中央大学 刘康克 刘素美

2012.9.20-22 
Top-down characterization of 

greenhouse-gas emissions in East Asia by 
atmospheric measurements at Gosan, Korea

韩国首尔大学 K．R． Kim 刘素美

2012.9.20-28 
Controls on Carbon Cycling Dynamics in 

East China Sea Shelf Sediments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Thomas 
Bianchi 

于志刚

2012.11.2 铜、铅、锌金属矿物表面化学反应 济南大学 孙中溪 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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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3-8 
Organic Carbon Cycling in and around the 

Arctic Ocean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Timothy 
Eglinton 教

授 
赵美训

2012.12.13-15 Ocean color remote sensing in oceanography 台湾“中央”研究院 
Xiaoju Pan

博士 
赵美训

2012.12-2013.1 

1.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rude Oil ；
2.Analytical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Oil Hydrocarbon Groups and Individual 
Hydrocarbons；3.Forensic Fingerprinting and 

Source Identification of Spilled Oils；
4.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iodegraded 

Wabamun Spill Oils Incubated with Lake 
Fresh Sediment or Enrichment Culture；
5.Characte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Detroit River Mystery Oil Spill (2002) 

Oil Spill Research, 
Emergenc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ion, 
Environment Canada 

Zhendi 
Wang 

包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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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委员会会议及学术研讨会 

学术委员会会议 

4 月 15-16 日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与会委员在认真听取

实验室工作报告、审阅相关材料及参观实验室后，对实验室自运行以来在科学研

究、队伍建设、开放交流、运行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与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价。同时对实验室的发展方向、未来工作规划、存在主要问题等方面提出了重要

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学术研讨会 

（1）海洋科学创新方法研究项目—化学海洋学研讨会 

2012 年 3 月 31-4 月 1 日，由重点实验室承办的“海洋科学创新方法研究项目

—化学海洋学研讨会”召开，海洋科学创新方法—化学海洋学小组成员及特邀专

家做精彩学术报告，讨论了化学海洋学的研究框架及“科学方法演进与海洋科学

发展的基本规律”，梳理了化学海洋学的研究方法、研讨交流中国海洋化学发展

动态，并讨论下一步工作方案。 



开放与交流 

‐ 68 ‐ 
 

 
海洋科学创新方法研究项目—化学海洋学研讨会召开 

 

（2）第一届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生联合会学术论坛 

7 月 16-19 日， 第一届

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生联合会

学术论坛在青岛召开。此次

联合会学术论坛由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化学

化工学院在读博士生李大伟

及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所高

校、研究所的在读研究生发起，并在多个海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及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学生联合组织，以从事海洋科学

的硕博士研究生为主体。论坛围绕“海洋生物碳泵的现代过程和沉积记录”主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邀请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论坛在海洋学领域反响强烈，得到

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加强了海洋科学学科研究生间的沟通，通过学科交叉，

扩展了海洋科学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知识面，同时与中国海洋科学卓越教育伙伴计

划合作，向公众普及海洋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推动中国海洋科学研究

和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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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缘海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学术研讨会 

9 月 24-25 日边缘海有机生

物地球化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TAMU）的海洋学系的化学海

洋学专家Thomas Bianchi教授、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

郭志刚教授、以及中国海洋大

学几名教授围绕中国边缘海沉

积有机碳的来源、输运、埋藏、

再矿化和循环以及沉积物的输运过程等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促进了不同学科之

间的碰撞和交叉，为海洋化学学科进一步凝练方向、明确目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4）边缘海有机碳循环学术研讨会暨基金委“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启动会 

11月10日边缘海有机碳循环学

术研讨会暨基金委“海洋有机生物

地球化学”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启动

会召开，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

所陈立奇研究员，厦门大学戴民汉

教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俞志

明研究员，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

同济大学张传伦教授，山东大学张

玉忠教授等专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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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届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讨会 

11 月 16-18 日，以实验室赵美训教授为主要召集人发起的第一届生物-有机

地球化学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及相关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与会

专家就海洋生物-有机地球化学、陆地生物-有机地球化学、关键地质时期的生物

-有机地球化学三个专题进行研讨，就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领域相关热点问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进一步促进了该领域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了进一步巩

固合作，扩大交流，推动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发展，初步确定第二届生物-有

机地球化学研讨会于 2013 年 10 月在青岛举办并将扩大范围，计划邀请更多领域

的专家及研究生参与。 

 

第一届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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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员出访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2012 年度实验室多位成员赴国内外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进一步提升了实验室在相关科研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实验室成员出访及参加

会议情况如下： 

(1) 2012 年实验室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参加者 大会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任景玲 
长江输送陆源物质对东海陆架影

响的季节及年际变化 
——以溶解态铝为示踪因子 

973 项目“多重压力下近海

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

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2011
年度学术研讨会 

2012.1.10 青岛 

赵美训 
南海北部 ODP1147/1148 站 500 万

年 TEX86 和 UK
37海水温度记录 

“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

研究计划 2012 年度学术研

讨会 
2012.1.12 上海 

赵美训 
海洋有机地球化学过程及碳埋藏

对海洋酸化的响应 
北京香山科学会议 2012.4.12 北京 

张桂玲 做墙报“‘东海甲烷的分布及通量“ SLOAS 开放科学大会 2012.5 美国 

包木太 

Rhamnolipids enhance crude oil 
bioremediation in simulated marine 

oil spill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fth AMOP 

Technica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Response 

2012.6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包木太 

Biodegradation of crude oil by a 
microbial consortium in a simulated 

marine shoreline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fth AMOP 

Technica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Response 

2012.6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刘春颖 
Season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acrylic acid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Australia - China Ocean 
Science & Technology 

Symposium No. 3 
2012.6.24-30 

Townsville  
Sydney 

于良民 
用于海洋观测平台的海水超级电

容溶解氧电池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

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2012.7 上海 

徐海波 
用于海洋观测平台的海水超级电

容溶解氧电池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

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2012.7 上海 

高学理  
7th Conference of Aseanian 
Membrane Society (AMS7)

2012.7 韩国釜山

许博超 
Using Radium Isotopes to Quantify 
Water Flushing Rates and SGD Flux 

in Yellow River Estuary 

ASLO Aquatic Sciences 
Meeting 

2012.7 
日本滋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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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梅  
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

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2012.7.2-4 上海 

苏保卫 
Scaling and fouling mechanism of 

NF membrane in seawater softening 
process（分会报告） 

Scaling and fouling 
mechanism of NF 

membrane in seawater 
softening process 

2012.7.4-6 
Busan, 

KOREA. 

王志宁 
Studies of Supported Phospholipid 
Bilayers Formed on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Surface 

The 7th Conference of 
Aseanian Membrane 

Society (AMS7) 

2012.7.4-6 
 

Busan, 
Korea 

杜敏 
张静 

牺牲阳极电化学性能及其对阴极

保护效果的影响 
中国腐蚀电化学及测试 

方法学术交流会 
2012.7.14-16 成都 

杜敏 
张静 

缓蚀剂的研究、应用与发展 
第十七届全国缓蚀剂 
学术讨论及应用技术 

经验交流会 
2012.7.25-28 重庆 

任景玲 
黄、东海溶解态 Al 的分布及其对

陆源 
物质输送的指征 

973－III “多重压力下近海

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

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 ”项
目中期评估准备会 

2012.8.26-27 海阳 

赵美训 
黄海-东海泥质区过去 200 年有机

质埋藏记录及控制机理 
第九届海峡两岸海洋科学

研讨会 
2012.8.31 

福建武夷

山 

任景玲 

Biogeochemical behavior of 
dissolved aluminum in the Yellow 
Sea : Influence of dust storm and 

spring bloom 

第九届海峡两岸学术 
研讨会 

2012.8.31-9.4 
福建武夷

山 

张大海 
美国俄勒冈州外深海热液出口周

边微生物研究方法初探 
第二届环渤海色谱学术报

告会 
2012.9 青岛 

杜敏 
张静 

新型含酯基和咪唑啉环的不对称

双季铵盐的缓蚀行为研究（张静报

告，优秀论文奖） 
铱氧化铱电极的制作及性能表征

（高璐璐报告，优秀论文奖） 
316L 不锈钢在油田采出水中的点

蚀规律研究（张艳丽报告） 
X80 管线钢焊接件应力腐蚀及其

阴极保护研究（邱景报告） 

2012 年材料腐蚀与控制学

术研讨会 
2012.9.20-22 蒙阴 

于志刚 
姚鹏 

Biogeochemistry of sedimentary 
organic carbon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East 
China Sea 

边缘海有机生物地球化学

研讨会 
2012.9.24-25 青岛 

苏保卫 
集成膜法海水软化技术的开发及

其在海上采油中的应用前景(大会

报告) 

北京国际海水淡化高层论

坛 
2012.1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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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美训 

Biomarker and Carbon Isotope 
Assessments of Organic Matter 

Source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中国陆架海沉积动力过程

及其生物地球化学效应 
2012.10.12 青岛 

于志刚 
姚鹏 

Evidence for mobile muds in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the inner-shelf of East China 
Sea 

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动力

过程及其生物地球化学 
效应学术研讨会 

2012.10.13-15 青岛 

杜敏 
张静 

Effects of cathodic polarization 
potentials on the hydrogen-induced 
cracking of X70 steel in simulated 
1500m deep water of South China 

Sea 

第十六届亚太腐蚀与控制

研讨会（16th APCCC） 
2012.10.21-24 高雄 

王江涛 

Studying of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Between Prorocentrum 

Donghaiense and 
Skeletonema Costatum 

 

第 15 届国际有害藻华大会 2012.10.28-11.3 韩国 

于良民 
海底长期观测平台用海水超级电

容溶解氧电池 
第一届海底观测科学大会 2012.11 上海 

高学理 膜技术在油田水处理中的应用 
2012 年注水及水处理 

技术年会 
2012.11 三亚 

徐海波 
海底长期观测平台用海水超级电

容溶解氧电池 
第一届海底观测科学大会 2012.11 上海 

梁生康 

Effects of 
Rhamnolipid-biosurfactant on 

Alkane Degradation by a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solat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lution Ecology, 3rd 

ICPE 
2012.11.6 中国 天津

邢磊 
黄东海沉积有机质来源及埋藏记

录 
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讨会 2012.11.16-18 广州 

于志刚 
姚鹏 

Multi-proxy approach to 
characterize sources, transport, and 
preserv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the 
Changjiang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sea area 

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讨会 2012.11.16-18 广州 

刘素美  
第一届法国 LabexMER 国

际科学委员会 
2012.11.24-29 

Brest, 
Fance 

赵美训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UK37 and TEX86 indices as surface 
and subsurface temperature proxi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AGU（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秋季会

议 
2012.12.1-8 

美国旧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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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美  

973 项目“多重压力下近海

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

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研讨

会（多次） 

2012  
海阳、俚

岛、青岛、

上海 

 

(2) 2012 年出访情况 

出访者 出访时间 研究或报告内容 出访单位 出访地点 

刘素美 2012.6.17-19 
Marine biogeochemistry of nutrient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Seas 
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SA

张桂玲 2012.9.5-22 参加中德暑期培训班并授课 
德国不来梅大学、

基尔大学 
德国 

石晓勇 2011.9-2012.9 访问学者 
美国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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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与管理   

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

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0 年起，实验室在依托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的支持下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在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进行改革和探索。实行学校领导下的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设立实验室室务委员会，负责实验室岗位设置、岗位聘任等重大事项。在 2011

年的基础上，2012 年度实验室继续深化实验室体制和机制改革，稳步推进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 

1、明确实验室和学院的分工及定位 

为深化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实验

室与化学化工学院形成各有侧重、协同创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海洋化

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学科更好更快地发展，实验室和学院共同制定了《海洋化学理

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化学化工学院人事、财务与平台分工管理办

法》，并报学校审批通过正式下文(海大办字〔2012〕2 号)。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室

和学院的关系，实验室和学院是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两个学校二级

单位，在处理校内、校外事务时均以独立身份开展工作。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负

责“985 工程”建设和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学科建设，开展创新性研究，重点

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通过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推动创新人才培

养，在学术和科研上冲击国际一流水平。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服务社会，负责教学工作的组织开展和“211 工程”建设，通过人才培养促进科

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实验室和学院共同支撑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学科发展建

设任务，共享所有资源、成果和业绩。 

实验室和学院共同成立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学科建设工作委员会。学科

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规划与审议实验室和学院的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

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岗位津贴发放等重大事项。 

2、室务委员会管理及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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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重点实

验室实行学校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为保证海化重点实验室日常运行管理以及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设立海化重点实验室室务委员会。室务委员会负

责海化重点实验室岗位设置、岗位聘任、组织结构以及研究决定实验室其他重大

事项。本年度实验室共召开六次室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实验室的平台建设、人才

引进、岗位评聘、科学发展规划等重大事宜。 

此外，实验室和学院共同成立了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学科建设工作委员

会，本年度召开了多次学科建设工作委员会会议及学科教授咨询会，研究、规划

与审议实验室和学院的学科规划、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岗位津贴发放等重

大事项。 

3、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建设 

本年度对大型仪器共享空间进行重新规划整合，进一步优化了实验室空间资

源配置。设立客座教授办公室、预留引进学术带头人及大型仪器设备所需空间，

为大型仪器共享技术服务中心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基础。 

经过 2011 年、2012 年上半年实验室及学院空间的规划与调整，以及已有大

型仪器设备的整合，大型仪器技术服务中心于 2012 年 9 月正式启动。截至目前，

已有数台仪器设备开始共享，此外新购置仪器设备也将逐步到位。从长远规划来

看，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将在满足实验室、学院需求的基础上逐步面向校内和其

他单位开放，提供有偿技术服务。 

2012 年 11 月，实验室大型仪器平台负责人包木太副主任带领平台技术人员

先后走访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分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公共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

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

质结构研究所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实地参观考察学习，汲取兄弟单位平

台建设的先进经验，以此加快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建设进度，提高实验室管理效

率。 

4、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加强实验室文化建设 

为培养造就年轻学术骨干，提高实验室的科研竞争力，实验室设立自主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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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资助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术人员进行交叉性研究或探索性前沿研究，为

青年教师申请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奠定基础。2012 年实验室设立自主科研基金 5

项，经费共计 60 万元。 

实验室党政领导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通过与

青年教师座谈等渠道，了解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听取青年教

师对实验室运行管理、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为促进实验室文化建设，本年度实验室进行了宣传展板的更新、印刷制作了

实验室宣传册、英文宣传单页等宣传材料；完成了海化楼门厅改造及走廊修补；

制作实验室楼层指引图及实验室门牌；设立了咖啡休闲室，提倡实验室人员形成

劳逸结合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促进实验室成员的沟通、研究方向间的交叉融

合。2012 年对实验室网站不断进行更新修改，同时实验室的几个主要课题组也

建立了自己网站，实验室网站真正成为集展示实验室风采、新闻宣传、学术报道、

成果展示、外部招聘和内部办公一体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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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人员情况 

科研人员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方向一：活性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效应 

杨桂朋 男 教授 博士 

张桂玲 女 教授 博士 

丁海兵 男 教授 博士 

朱茂旭 男 教授 博士 

曹晓燕 男 副教授 博士 

李  铁 女 副教授 博士 

刘春颖 女 副教授 博士 

于  娟 女 副教授 博士 

张洪海 男 讲师 博士 

方向二：有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对生态环境演变的响应 

刘素美 女 教授 博士 

于志刚 男 教授 博士 

赵美训 男 教授 博士 

张  劲 女 教授 博士 

李先国 男 教授 博士 

王江涛 男 教授 博士 

石晓勇 男 教授 博士 

任景玲 女 教授 博士 

陈洪涛 男 副教授 硕士 

梁生康 男 副教授 博士 

李克强 男 副教授 博士 

苏荣国 男 副教授 博士 

姚庆祯 男 副教授 博士 

姚  鹏 男 副教授 博士 

邢  磊 男 副教授 博士 

李雁宾 男 副教授 博士 

张大海 男 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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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会军 男 讲师 博士 

江雪艳 女 讲师 博士 

赵宗山 男 讲师 博士 

杨红梅 女 讲师 博士 

许博超 男 讲师 博士 

方向三：海水综合利用技术 

高从堦 男 院士 学士 

王海增 男 教授 博士 

胡仰栋 男 教授 博士 

李春虎 男 教授 博士 

毕彩丰 男 教授 博士 

范玉华 女 教授 博士 

苏保卫 男 副教授 博士 

伍联营 男 副教授 博士 

王志宁 男 副教授 博士 

朱桂茹 女 副教授 博士 

卞俊杰 女 讲师 博士 

徐  佳 女 讲师 博士 

方向四：环境友好型海洋功能材料与防护技术 

于良民 男 教授 博士 

王  佳 男 教授 博士 

夏树伟 女 教授 博士 

张志明 女 教授 博士 

杜  敏 女 教授 博士 

包木太 男 教授 博士 

李一鸣 女 副教授 博士 

张  静 女 讲师 博士 

李  霞 女 讲师 博士 

董  磊 男 讲师 博士 

闫雪峰 男 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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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人员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单宝田 男 教授级高工 学士 

李昌诚 男 教授级高工 硕士 

徐海波 男 高级工程师 博士 

高学理 男 高级工程师 硕士 

姜晓辉 女 工程师 硕士 

赵海洲 男 工程师 硕士 

简慧敏 女 工程师 硕士 

张国玲 女 助理工程师 硕士 

倪春花 女 助理工程师 硕士 

 

研究助理 

 

 

 

 

 

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学历 

吴冠伟 女 硕士 

宁晓燕 女 硕士 

金贵娥 女 硕士 

刘艳丽 女 硕士 

陈国栋 男 学士 

姓名 性别 学历 

张荣平 女 硕士 

李  昂 女 硕士 

丁  杨 女 学士 

王  薇 女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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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聘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