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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 江 全 流 域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的 初 步 设 计

杨 道 华

( 广西 科 学院 南 宁 53 0003 )

为保 护漓 江流 域 生态环 境
,

制止 恶 化趋势
,

加速 治理 和 开 发漓江 流 域
,

造福于 人 类
,

就

必 须组织 各方 面 力量 对漓江全 流域 作多学 科
、

大 系统
、

全面 的研 究
,

建立 历 史演变
、

现 状模

型
,

作 多因 素 不 同政 策作用 下 系统未来方 案预测
、

评估
,

提 出 保护
、

治 理
、

综合开 发战 略规

划 的方案
,

特 进行开 展 漓江全 流 域 保护
、

治理
、

综 合开 发 利用 战略规 划 研 究的初 步 设计
。

l 国 内外流域战略规划研 究概况

目前世 界发 达 国 家和发 展 中 国家 均 十分 重 视 流 域 开发 的科 学研 究 论证 工 作并 已取 得 许

多成功 的经 验
,

最 典型 的例 子是美 国 田 纳西 河流 域的 战略规 划 研究
。

通 过研 究
,

工936 年提 出

综 合 治理 开发措 施
,

规 划 的核 心 是实 施梯级水 力发 电
。

经 过 50 年 的 开 发
,

该 流域人 均 收 入 增

加 30 多倍 ( 同期美 国 人 均 收 入增 加不 到 20 倍 )
,

同 时使交 通设施 大 为 改善
,

动植 物 资源得 到

保护
,

许 多被破坏 的 自然景 观 得 以恢 复
。

莱茵河 流 域采 用
“

点 一 轴 一面
”

开 发模式 也颇 为成

功
,

该流 域的 中下游 已形 成一 条链状 密集 工 业 带
,

包括 有若干 大的 经 济 区
,

如 以 世 界第一 大

海 港鹿 特 丹为 中心 的经 济 区
,

有素称 德国 和 欧 州
“

心 脏
”

的鲁 尔 工 业 区
、

莱 茵 一 美 茵经 济 区

等流 域的 整体开 发
,

使流 域 系 统趋 向有 序
,

成为开 放系 统
,

并且 通 过 与流 域 外地 区 的交 流
,

使

流 域 内的 自然资源
、

社会资源 得 到 最 优的开 发
,

取 得最 大 的整 体效 益
。

近十几 年来
,

国 家拨专 款按河 流 流 域 进行 国 土 规 划
,

已完成 了 长江
、

黄河
、

珠江
、

淮河
、

海河
、

松花江 和 辽 河等七 大 河流规 划
.

此 外
,

国 家 和 地 方用 软 科学研 究 项 目形 式
,

进行 了 其

他一 些重 要 河流和 湖泊的规 划
。

最 突 出的 国家 科委安 排研 究 的有东 北图 门江 ( 已 完成 )
、

云 南

跨 越国境 的循 公河
、

南方的 西 江 流 域等 ; 广东安 排 的广东东江 流 域等
。

通 过按 河流
、

湖泊规

划和 实施取 得 了显 著的效益
,

引起 了 普遍 的关注
。

2 开展 漓江 全 流 域战略规划 研 究的意义 及 工作基础

位 于 桂东 北的漓 江不 仅是 流 域数 百 万 人 民赖 以 生存 和 发 展 的 主 要 水源
,

也是 我 国 实施旅

游发展 战略 的黄 金水道
,

漓江被 列为 国家重 点环 境 保 护的游 览型 河 流
。

拥 有驰名 中外 漓江风

景的桂东 北 目前经 济社 会发 展 尚落后
,

人 民生活仍 不 富裕
,

少数人 温饱 问题 还待 解决
。

而 多

年来 由于 缺 乏整个 流域综合 规划
,

在发展经 济 时破坏 了 生态平衡
,

近 十年 局 部 虽几经 治理
,

终

因缺 乏全 流域系 统研究和相 应 的科 学规 划
,

环境恶 化趋 势仍 然存在
。

2
.

1 桂林
,

不 仅是 我 国首批公 布 的 24 个历 史 名城 之 一
,

而 且 千百 年来 素 以
“

山 水 甲天 下
”

驰

名中外
.

早 在 19 79 年 国务 院就 明确规 定桂林 市的性 质 为社 会主 义 风 景 游览 城 市
,

秀丽 的桂林

山水 流 溢 着灿烂 的东 方文化
,

自然 风景 名胜与 人 文古 迹相 互辉 映
,

使 桂 林成 为享誉 世 界的旅

游胜 地
。

桂 林 山 水 的主体是岩 溶 峰林 景观
,

包括 地表 的岩 溶 峰林和 地下 洞 穴
,

桂林 岩溶 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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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包括桂 林
—

阳 朔 区 间 发育 于 峰丛 之 中的漓 江峡 谷 ) 发 育完 美典 型
、

类型 齐 全
、

分布

面 积 广 大
,

在世 界上 当属 首位
,

是任 何其 他地 区 所无 法取 代的
.

因此
,

它 是
“

贵极 无 价
”

的
,

是属 于 全人 类 所共 有 的 自然 遗 产
.

2
.

2 漓 江 山水 长期 以 来被 人 们索 取
、

利 用 的太 多
,

而 建设
、

保护 太 少
,

致使 生态 环 境遭到 很

大破 坏
.

最 突 出的是漓 江上 游森 林 覆盖率 不 断减 少
.

据 自治 区 林业 调查 队提 供的资 料
,

1958

年猫 儿 山 自然林 面 积 有 4 万 多 hm
, ; 19 61 年调 查

,

自然林 有 2
.

37 万 hm
, ; 到 19 80 年 桂林地 区

森林 普查 时 只有 1
.

77 万 h时 ; 80 年代 以来 组 织人 工造 林
,

使 自然林 面积 恢 复到 3
.

08 万 hm
, ,

但 比 50 年代 仍减少 25 %
。

森林 的减 少主 要是 乱砍 滥 伐所造 成
。

这 就增 加 了 水土 流 失
,

使漓江

的年 径流 总 量
、

枯水 期流量逐 年 递减
.

河流 含 沙量 急剧 增 加
. “

六 五
”

期 间 国家 拨专 款 3 000 万

元 投入 漓 江 补水工 程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暂时地 缓 解 了漓江枯 水 状况
,

但 远远 没 有 达到 预 期效果
。

据 有关 部 门的 测 定
,

1 98 0~ 工9 90 年漓 江 流 域 的流 量为
:

10 年平均 119 m 3

S/
,

丰水期平 均 22 3m ,

/

s ,

平水 期平均 95
.

6m 3

s/
,

枯水 期 平均 41
.

2m 3

s/
,

10 年连 续 7 天 最 小流 量 (9 O%保 证率 ) 只有
7

.

s m
,

/ s 。

1989 年最 枯水量 时
,

游船 的航 程从 原来 的 80k m 缩短 到 sk m 左右 (从 阳 堤 至 九马 画

山 前 的鸡笼 定 )
,

桂 林市 区漓 江河 段 90 % 的河 底裸 露
。

漓江污 染整 治虽有 一 定成效
,

但仍不 能

令 人 满意
。

2
.

3 造 成前 述这 一 状 况 的重要 原 因 之一 就 在于 对漓 江所 作 的科学研 究太 少
,

迄 今 尚无 一 本全

面 论 述 漓江 的专著
,

有关漓 江 的科 学 论文 亦 是为 数极 少且 缺乏 翔 实 的数据 资料
,

这 与漓江 为

人 类 已作 出的
,

并 将继 续作 出 的贡 献极不 相 称
,

以 往 即使 作 了一 点工 作
,

也多 半局 限于 桂林

一 阳 朔 之 间长几 十公里
、

宽 不 及 一公 里 的河 谷 这 一条
“

线
”

之 上
,

而 该 河 段和 桂林 市区 只是

漓 江 流 域 的一个 局 部
。

局 部 是 不 能离 开整 体 的
.

因 此
,

对 漓江 流域 进 行 系 统 的
、

全 面 的科学

研 究并 在此 基础 上 作 出保 护
、

治理
、

综合 开 发利 用 战略规 划 和 实施方 案 已成为 刻不容 缓的重

要 研 究课题
。

2
.

4 漓 江上 游地域 内不仅 生长 有水 源林
,

而 且 是全 国 降 水量 最高的 地 区 之一
,

年 平均 降雨 量

高 达 250 om m ,

但降雨 时空 分 布 不均 匀
,

每年 有 30 亿 m
,

的水 没 有得 以 很好 利用
.

漓 江上 游的

产 水产 沙情 况 决 定了 漓江 桂林一 阳 朔段 的水量 泥 沙量 和 河 床演变
,

所 以 要真 正 解决桂 林一 阳

朔漓 江 河段 的枯水 流量和 航道 整治 就必 须 进行 全 流 域 的研 究
。

此 外 桂林 市和 整 个流江 流 域在

经 济
、

社 会
、

文 化诸方 面 也是 息息 相关
,

一 方面 桂 林 的经 济 和 旅游 业的发 展 要 依托于 城 市腹

地 ( 包括 漓江 流 域 ) 的支持
,

另 了方 面
,

作 为桂 东北 中心 城 市的桂林 市应 当
、

也完全有 可能

以 其 较强 的辐 射作 用
,

对漓 江 流域 的经济 发 展有主 导 作用
。

2
.

5 这 一 课题 虽然 难度较 大
,

但 已 具 有一定 的工 作基 础和 有利条件
。

桂林 市经 济研 究 中心 对

桂 林 市旅 游业 发 展 前景 已作了 深入 研究 ; 桂林 市 ( 含 临桂县
、

阳 朔县 ) 科 技
、

经济
、

社会
、

旅

游
、

生态 协调 发 展总 体规 划完成 并 通过 了鉴 定 ; 地 质矿 产部岩 溶地质研 究 所对桂林 的地 质
、

水

资源
、

地 貌 和洞 穴等进 行过 多年研 究
,

出版 有 一系列 专著 ; 中国科学院 南方 山 区综 合考 察 队

二 分 队对 桂东 北作 过 考察 研 究
,

出版有 专著 ; 桂林 地 市的 水利
、

农业
、

环 保 等部 门都在 本 区

进 行过 工 作
,

积 累有 相 当多的 资料 ; 漓 江第 一期 整治 工程 的有益经 验和 教训 亦为今 后 的研究

和 整 治 措施 的制 定提 供 了 多方 面的 借鉴 ; 最近 漓 江研 究会 的成 立亦 表 明桂林 地市领 导和 科技

人 员 对漓 江 的极 大关 注 和 研 究漓 江 的极高 热情
。

3 研究 目标

本课 题 研 究是多 目标 的
,

目 标分属 不 同 层 次
,

但 需 建 立在本 项研 究基 础 之上
,

最根 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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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是恢 复和 保 护 漓江 山水 自然 风 貌
,

促 进 流 域 生 态
、

经济
、

社会 协 调 发展
。

3
.

1 最 直接 的 目标是 为 桂 林旅 游 业 的 发展 服务
,

以 使桂 林一 阳 朔 漓 江河 段 能 够全年
、

全程 通

航
,

完好地保 护 该河段 的 自然 风 貌和 生态 环 境
。

3
.

2 对 全 流 域 的经济
、

社 会
、

生 态和 整 体发 展 战略研 究
,

不 仅会 使全 流 域 生 态 环境 得 到 进 一

步改 善
,

并对桂 林市 经济 的超 前发展 和 周 围 区域 经 济 的发展 起有 协调
、

指导和 促进 作用
。

3
.

3 为下一 步漓江 二 期整 治工 程 的实施提 供更 为科学 的依据
,

以 使整 治工 程 能取 得 更好 的效

果
。

3
.

4 本 项 目的进行
,

必将 深化对 漓江 的认识 并取 得大 量 的基 础 资料
,

从 而 为 漓 江整 治能争取

到 联 合国 等 国 际 组织 的财 政支 持而 提前作 好 充分的准 备
。

3
.

5 力争使 桂林和 桂林一 阳 朔 漓 江河段 能被 列 人
“

世界文 化 与 自然遗产 名单
”

之 中
.

根 据联

合国 教科 文组 织 《保护 世界 文化和 自然遗 产公约 》,

列 入 遗产 名单 的遗产 不仅 所在 国 家
,

而 且

受到 全世界 的珍视 爱护
。

在 需要 的情况 下
,

世界遗产 委员 会对 于 每一 项 遗产 都将提 供技术和

财政 援助
,

来保 护或 修复 这些遗 产
。

世 界遗 产委员会评 定批 准公 布 的第 一 批名 单共 57 处
,

其

中 4 0 处 为文化遗 产
,

自然 遗产 13 处
,

具有 文化和 自然双重 价值 的 只有 4 处
。

桂林 山水加上

灵 渠 古建 筑
、

众 多的 碑刻 造像和 洞 穴古人 类 遗址
,

很 有 可能成 为具有 自然和 文化双 重价值 的

世界遗 产
。

这将 是本 项研 究的 高层次 的重要 目标
。

研究 内容

研 究 的地域范 围
。

根 据 自然 状况 和 实际 需要
,

本研 究将平 乐 县恭城河 口 以 上 漓 江流 域作

为研 究 区
,

总面 积 为 65 4k2 m
2 ,

行 政 区 域含兴 安县
、

灵 川县
、

桂 林 市 (城 区
、

郊 区
、

阳 朔 县
、

临桂 县 ) 和 平乐县
。

桂 林一 阳 朔 之间的漓 江 河段 为重 点研究 区
.

4
.

1 漓江 流域环 境 系 统的 多学科 的综合 考察
,

以 自然 科学 学科 为 主
,

辅 以 一 定的 社会 学 科
,

以 取 得 第 一 手的真 实 可靠 的有关 漓江 流域 的 自然生态
、

人 工环 境的 历 史演 变 和 现 状 的基 础资

料
,

包括 水文
、

地质
、

地 貌
、

动 植物
、

气候 等 自然环 境子 系统 的实 地 考察 以 及社 会
、

经 济调

查
。

4
.

2 漓 江 流 域经 济 社 会发 展状 况
、

优 势
、

劣势
、

开 发前 景和 整体 发展 战略 研 究
。

4
.

3 漓 江 流域各类 资 源调 查及 开发
、

保护 规划
。

查 清各 类资 源 的数量
、

质 量
、

分 布和 特 点
,

从 自然 资源公 布的不 均 一 性
、

耗 竭 性
、

非再 生性等诸 多性 质 自然 资源 的组 成及 结构
,

在开 发

利用 条件 ( 包括经济 基 础
、

资 金
、

技 术条件
、

智 力构成 等 ) 研 究
、

评 价基 础 上
,

确定各亚 区

资源开发 利 用的方 向
。

4
.

4 对 漓江 枯水流 量进 行 重点 调查
。

近 年来 漓江枯 水流 量仍 处 于 下 降趋势
,

枯 水 期河道生 态

环境
、

山水 景观未能 得 到 根本性 改 善
,

枯 水 流 量愈来 愈 明显制 约 着桂林 市旅游
、

工业 以及环

境发 展 和改 善
.

本项 工 作
,

首 先要 将漓江 枯 水流量 下降原 因 查 清 楚
,

对 气候
、

上 游水源林破

坏
、

水利工 程挡蓄
、

沿 江 工农业 耗 水量增 加
、

地表 水补 给等 多种 因 素予 以 分析 研 究
,

提 出切

实可行 治水 对策
。

4
.

5 漓江 桂林一 阳 朔 河段 范 围的详 细调 查研 究
,

包 括
:

( 1) 漓 江河床和 两岸 自然 生态演变
,

包 括对河 岸和 河床组 成 物 质及 可 冲性 研 究
、

河流含 沙量变 化 规律
、

浅滩分 布和 发育
、

江 心 洲

演 变历 史 和 汉道发育 规 律
、

两岸 动 植物分 布 和 生态 环境等
,

从 而 为航道和 河岸保 护的整 治规

划 的制定 提供重要而 坚 定 的基础
。

( ) 城 市化对 漓江 水质 动态 影 响及洪水灾 害的 防治
。

(3 ) 滴

江两岸旅 游资源 (地 表 峰丛 洼地 和地 下洞 穴 为主 ) 的详细 调查
、

制 图
、

评价 ( ) 漓江 两岸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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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漓 江全 流 域 战略 规划 研究的初步 设计

村 镇 居 民点 的分 布
、

形成 过 程
,

目前 经 济社 会发 展状 况
,

旅 游发 展 对 其 影 响和 发展 前景研 究
.

(5 ) 室 内河 床演 变和 整 治工 程 模 拟 实验
.

(6) 河 段 的 全面 规 划 和 保护
.

4
.

6 跨流 域调 水方 案 的 比较 研 究
。

跨流 域 调水是 一 重 要 的但 牵涉面 很大 的 问 题 ; 本 课题 只能

作 初步 的 比 较研 究
,

包 括三 项 内容
:

( 1) 经 灵渠从 湘 江 (通 过五 里峡 水库 和 上桂 峡水库 ) 调

水 至 漓 江
。

湘漓 运 河 已有二 千 多年 历史
,

桂林 兴盛
、

发 展 一直与 灵渠 紧密 相关
。

扩大灵渠南

渠的分 流 量
,

既有 利 于 灵渠 旅 游业 的发 展
,

又 可增 加漓 江 的水量
。

(2 ) 自洛 清江支 流义 江 调

水 至 漓 江支 流桃 花 江 ( 或其 它支 流 )
。

( 3) 对 唐代 开凿 的古 桂柳运 河进 行深 入 调查
,

提 出对该

运河 的开 发
、

利 用的 意 见和 方 案
.

4
.

7 漓 江生态 环境 保 护研究
。

主要 有 二 方面 工 作
:

( l) 漓 江沿岸 污染 源调 查
,

漓江 环境容量

研 究以 及 治理 的工 程措 施
。

( 2) 漓 江 风景 区 生态环 境变 迁和 现 状
,

提 出生 态模 型 及 其生态环

境 指标体 系
.

4
.

8 生 态农业 和 森 林植 被生 态效 益研 究
,

包括 内容十 分广 泛
。

例 如
,

峰 林平 原 治旱 的总 体优

化 方 案 ; 地表 蓄
、

灌水 系统 ; 开发 利 用 中
、

浅层地 下水 ; 病 害水库 的治 理技 术 ; 大 田
、

渠道

防渗技 术工 艺
、

材 料和 节水灌 溉技 术 ; 土 壤 改 良 ; 速 生林 和 适 合富钙 土 壤 的耐 旱经济 种类的

选 择 技术
,

提 高森 林覆 盖率 ; 建立 适合 不 同地 貌类 型 区 的生 态农业模 式 等
。

4
.

9 建 立漓江 流域 信息 系统
,

对全 流域 的 自然条 件
、

资 源
、

经济
、

社 会等 多方 面 的基本 资料
,

进行 数据 收集
、

存 贮
、

统计
、

分析
、

建 立 模 型 和 辅助 领导 机关进 行决 策
。

4
.

10 漓江 水情预 报和 协调管 理
。

包括 两 方面 内容
:

一是 桂林一 阳 朔 区 间漓 江河段 沿程 各浅

滩段 水情数字 模拟 分析 和 水位 预报
,

建 立 协调上 游水 库补 水 ( 时间和 数 量 ) 与旅游 船 只通 航

时间 的管理信 息 系统
,

使 有限 的枯 水期 水 量能得 到 最 充分 的利用
.

二是 洪 水 险情和 淹没 范 围

数字模 拟和 预 报
。

5 研究技术 路 线

根据 国 务院 曾 明确指 出的漓 江流域 “ 要结合详 细 规划
,

不仅要 保护 山水
、

文 物景观 本身
,

而 且要 重 视生态 环境景 观的保 护
”

和 全 国 第 二 届 环 保会议 “ 要努 力制止 自然 生 态 环 境的恶化

趋 势
,

争取 局 部 地 区有 所好转
”

的 精神
,

研 究将采 用如 下 技术路 线
。

5
.

1 以 辩证 唯物 主 义 和 系 统科 学 思 想 为指 导
,

运用 系统工 程 原理和 现代 技术 手段进 行研究
。

5
.

2 将 全 流 域作 为统 一 的整体
,

对其 下 的若干 子 系统进 行 同时态的 比 较
、

综合 研究 和 历 史时

态 的动 态 变化 研 究
,

并 考虑本 流域 与相关 流 域 的联 系和 影 响
。

5
.

3 在 充分 利用 已 有 资料和 成 果 的同 时
,

对 全 流域 进行 野外综 合考察和 经济 社 会调查
,

以取

得第 一 手 的最 新资 料
,

对以 往 未进行 过 较 系统 的调查 研究 区 和 空 白的研 究领域
,

将 予以 特别

的注 意
。

5
.

4 在全 流 域 面上 调查 的基础 上
,

对 重点 区 段
,

特别是 桂林一 阳 朔 漓江 河 段进 行详 细 研究和

规 划
,

并进行 室 内模 拟 实验
。

5
.

5 将 科学 研 究和 区域经 济发 展规 划 紧 密结合
。

5
.

6 自然科 学 研究 和 社 会科学 研究 相互 渗透
、

相 互 促进
,

并 和 工 程技 术 紧 密结 合
.

5
.

运 用 先 进 的技 术方 法
,

如建立 多种 数学 模 型
、

系统仿真
、

建立 漓江 流 域 的 自然
、

资源
、

环境 信 息系统
,

运 用 遥 感资料 作动 态 分 析等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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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建 议

6
.

1组 织 开 展桂林 漓江全 流域 的保护
、

治理
、

综合开发 利用 战略规划 研 究
,

就必 须 组成 一 个

由 自治 区 人 民政府领 导 任 组长
,

有 区 科委
、

计委
、

水 电厅
、

林业 厅
、

旅游 局
、

环保 局
、

桂林

市
、

桂林行 署部 门
、

单位 领导参 加 的领导 小 组
。

领 导 小组 下 设 一个 多学 科
、

多层 次的部 门和

单位的 科技人 员和 管理 人员组 成的研 究组
,

共 同承 担课题研 究
。

6
.

2 为按时按 质 完 成研 究 任务
,

达 到 预 期 研 究 目 的
,

需要 拨 出专 款 开 展 研 究
。

资 金 来源

( 1) 区 财政拨 款 ; (2 ) 区
、

地
、

市有关部 门集 资
。

6
.

3 在正 式 开 展 此 项研究工 作 之 前
,

应 做 好开 题论证 工作
。

北 部 湾 畔 的 璀 璨 蓝 星

—
广西 海 洋研 究 所 简介

广 西 海 洋 领 域 近 似陆 地 面 积
,

位 于 北 部

湾 畔 的 广 西 海 洋 研 究 所
,

是 广 西 唯 一 的 海 洋

科 学研 究机 构
,

对 广 西 海 洋 资源 的 研 究 开 发

以 至 广 西 经 济 的 发 展 都 有 着 独 特 的 重 要 作

用
。

广 西 海 洋研 究所 建 立 于 1 97 8 年
,

现 已 形

成 以 中青 年 为 主 体 的 科 技 队 伍
。

下 设 养殖
、

加

工
、

资源
、

浏 试 四 个 研 究 室 和 红 树林 研 究 中

心
,

以 及 蓝 星 海 洋 科 技 开 发 公 司
、

海 水 增 养

殖 试 验 基 地 节 拥 有 一 批 较 先 进 的 分 析 刻 试 仪

器 和 基拙 性 海 洋 调 查装备
。

15 年 来
,

尤 其是

在近 几 年 深 化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中
,

广 西 海 洋 研

究 所 率先 引 入 竟争机 制
,

实行 科技承 包责任

制 与 技 术 考核 双 管 齐下
,

扩 大 研 究 室 自主 权
,

未取 有 效 的 激 励 措 施
,

德 定 和 加 强 基拙性 研

究
,

动 员与组 织 广大 科技 人 员进入 经 济建设

主 战 场
,

使全 所 面 貌 发 生 了根 本 性 变化
,

在

科 研
、

开 发 和 内部 管理 上 取得 了 可 喜的 成绩
。

15 年 来
,

广 西海 洋研 究 所 共承 担 国 家与

自治 区 下 达 的 科研课 题 84 项
, 已 完成 54 项

,

获 科 技进 步笑 22 项
,

其 中省 ( 布 ) 级 笑 10 项
.

以 广 西 海 洋 研 究 所 为主 力 先 后 完成 的 广 西 海

岸 带 和 海 岛的 综 合 调 查
,

为 广 西 海 洋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以 及 大 西 南的 经 济 建设 提 供 了决

策 参 考 与 科 学依 据
。

红 树 林 生 态研 究取 得 重

大 发 现
,

受 到 国 内外 的 瞩 目 ; 方格 星 虫的 繁

殖 生 物 学和 育 苗技 术 的 研 究
,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镇补 了国 内空 白 ; 以 海 水 增 养殖 和 海

产 品 综 合 利 用 为 重
.

点
,

强 化 应 用 研 究 与开 发

取 得 了突 破 性 进 展 和 良好 的 经 济效 益 ; 斑 节

对 灯 养殖 获 高产 丰 收
,

技 术友盖 广 西 沿 海 ; 中

华 鸟塘 嫂人 工 育 苗技 术 首 次 在国 内取 得 成 功

并 投 入 规 模 生 产
,

为 广 西 海水 养殖 推 出 了一

个 热 门 新品 种
,

在 国际 市 场 的 前景 尤 为 可 观
。

广 西 海 洋研 究所 虽 然 当前还 扰 扣 浩瀚 无

垠 的 大 海 中的 一 探 蓝 色水 星
,

但 它 正 以 乘风

破 浪
、

排 山 倒海 之 势
,

朝 着 高层 次
、

宽领 域
、

大 市场
、

高效 益 的 目标 前进
,

将 在 广 西 的 海

洋科 学研 究 事亚 中独 领 风骚 !

( 牛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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