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和煦，海风轻拂，11月 9日至 12日，厦门，这座向海而生、迎揽八面来风的城市，迎来了一场国际性盛会——2023年数
字孪生海洋国际峰会，这也是厦门国际海洋周在数字海洋领域首次迎来的高端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围绕“推进数字孪生海洋技术创新发展”主题，邀请了来自全球 19个国家和地区的 450名海洋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及业
界代表参会，展开多层次、多元化、跨界的深入研讨。

专家畅谈数字孪生海洋

今年 5 月，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与厦
门大学合作，开发出基于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技
术构建出的三沙湾大黄鱼养殖数字孪生系统，能
够实现养殖海域气象、水文、水质、生态等环境信
息的动态监测预警。

凤凰创壹扎根厦门多年，一直致力于数字孪
生技术的研发。公司相关负责人卢先生介绍，通
过数字孪生智慧养殖模式，养殖设施可以自动调
整深度，避开表层高温和低盐不良条件，提升防
灾减灾能力，减少海洋渔业经济损失。他认为，数
字孪生技术在海水养殖领域的创新应用，增强了
抗风险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海洋渔业可持
续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数字孪生海洋，是构建海洋的数字化镜像，
模拟和预测海洋动力过程，以支撑海洋科研与涉
海产业的发展，也可助力海洋碳汇及蓝碳的监
测、预测和管理决策，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数字
孪生海洋通过全球跨界的共同设计及有效协同，
可实现未来海洋的可持续繁荣。

记者注意到，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
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实施计划摘要》中，
重点强调了实施海洋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与
管理，并将数字孪生海洋作为十大挑战之一。

“数字孪生海洋是实现海洋资源管理与规划
的重要工具。”在峰会开幕式现场，自然资源部国
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对数字孪生海洋在现实中
的运用充满期待。

她表示：“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布
局数字海洋战略，数字孪生海洋正迅速成为科学
领域落实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海洋
倡议落地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海洋的数字化现
象，模拟和预测海洋动力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做
好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和涉海产业的合理发展。”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李家彪院士在
会上分享了他所领衔推出的“数字化深海典型生
境”大科学计划。该计划拟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深
海研究，构建智能观测系统，并促进数据和样本
的共享，建立“观测—模拟—预测”一体化数字平
台，最终推出“数字深海栖息地图谱”作为公共产
品，并更新深海空间管理工具。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Nadia Pinardi 教授在
论坛上表示，应用性海洋学和数字孪生海洋技术
为弥合学术界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提供了独特机
会，依托这一先进技术和最新科学研究，人类可
更深入地了解海洋这一连通且复杂的系统，助力
人海和谐共生的实现。她还展示了其团队为解决
海洋管理问题及提高沿海抗灾能力等而研发的
数字孪生海洋应用系统。

近年来，国内沿海省份越发重视数字海洋的
开发运用。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珠海）陈大可院士说，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

孪生海洋”（DTO）体系对于区域防灾、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正与各方合
作，构建全生命周期海洋数据治理的数据湖，开
发数据与知识耦合的海洋环境预测技术，实现在
线计算和多维可视化，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决策服务平台，该体系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
监测、预测与管理的强大工具。

打破时空界限，逐梦广阔深海。随着数字孪
生海洋在技术和工程应用方面的诸多创新，人海
共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越来越清晰。

抢占数字海洋产业高地

在 11 月 6 日结束的第二届全国智慧海洋大
数据应用创新大赛上，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作品“智慧港口综合监管服务平
台”获得一等奖。

早在 3 年前，该公司与厦门大学、厦门北斗

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斯坦道科学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基于物联网的智
慧海洋云服务平台”项目，荣获厦门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三等奖。该平台综合运用物联网、北斗/
GPS/AIS 等信息技术，依托船载终端、视频监控
等，形成基于北斗的“海上物联网”，增强海上通
信能力及态势感知能力，汇聚海洋监测、船舶、
渔港等海量多源异构数据，对海洋环境、渔船、
水文气象等海洋要素进行可视化动态监控，提
供智慧海洋一张图、海洋环境监测、渔港综合管
理等 8 类应用。

近年来，厦门不断推动数字海洋产业发展。
不久前，厦门市海洋局公布 10 家“2022 年度海洋
新兴产业龙头企业”，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走近罗普特展厅，一系列智慧海洋管控产品
及系统，如远距离光电转台、船舰管理平台、巡逻
艇无线图传系统、近海域三维展示监测系统等陈

列其间，高端数字科技气息扑面而来。
集团副总裁张翔说：“我们的涉海设备最

主要是两项，一是近海域安全监测系统，能够
监测 25 公里以内的目标物体；二是船舶 360°影
像观测系统。这两项技术目前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水平。”

如今，厦门正以数字、创新和科技为依托，加
速集聚海洋新兴产业，规模效应日渐释放。

一批批技术先进、潜能巨大的涉海新兴企业
成为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厦
门已拥有海洋新兴产业龙头企业 31 家、涉海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 余家、涉海上市企业 10
余家，培育了包括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高
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多条产业链。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厦门致善生物发掘
并开发出源于海洋微生物的高端工具酶，降低
采购成本达 60%，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厦门金
达威采用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制备辅酶 Q10，
成为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生产商；厦门蓝湾科
技历经 8 年攻关研制出纯度大于 99%的高纯硫
酸氨基葡萄糖，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的蜕变……

科技创新，为海洋经济聚势赋能。厦门市聚
焦海洋新兴战略性产业链，已初步建设形成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其中，厦门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被评为
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涉海制造业的数字化、平台化和
智能化水平也得到提升。

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终端的自主创新自主
可控，多款船舶设备达到国内及国际先进水平；
厦船重工 2022 年以来新增订单 12 艘，其建造的
2800 客位邮轮型客滚船“维京荣耀”号在北欧投
入运营。

探索广阔蔚蓝深海，厦门海洋新兴产业正奋
楫扬帆，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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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本报讯（记者 陈挺 见习记者 林闻）乘风
破浪，向海图强。10日，第八届厦门海洋科技成果
转化洽谈会（简称“厦门海洽会”）在厦门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国际休闲渔业博览会同时举办。

本届厦门海洽会为期 3 天，展馆规模创历
届新高，总面积超 1 万平方米，共设置海洋生
物医药与制品、海洋高端装备、智慧海洋、涉
海院校科研机构等 4 个专业展区，展商数量近

140 家。
在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展区，记者看到不

少新产品——经过物理破壁提取、传统低温精
炼、全程密闭真空充氮等国家专利技术制出的
DHA 藻油；利用虾蟹壳提取、有利于人体吸收
的“关节润滑剂”硫酸氨基葡萄糖；用鱼鳞蛋白
纱线、海藻纱线生产的具有高强塑力、亲肤保
湿的海洋功能性塑身衣；添加了蜂海绵骨针的

新型海洋化妆品……
在海洋高端装备展区，各种水下机器人、

机器鱼、船舶通导设备等集中亮相，彰显厦门
海洋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在厦门大学特装展位上，观众可以看到海
洋声层析监测仪、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鲍鱼
珍珠、环保海洋防污涂料等涉及海洋高端装备
与智慧海洋、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洋生

物制品 3个领域的 35项最新海洋科研成果。
一大批来自沿海省市科研机构、涉海企业

的海洋高新成果，通过厦门国际海洋周平台获
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记者了解到，11 日，海洋
经济项目签约暨海洋科技成果推介会举办，当
天共签约项目 19 项，签约总金额达 3.4 亿元人
民币；签约项目涵盖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
洋高端装备、智慧海洋、海洋种业等领域。

展会还配套举办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和海洋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共有 18个
项目集中签约，意向投资金额 63亿元。据了解，
自 2022年以来，厦门市海洋招商引资意向金额
已超百亿元。

经过八届精心打磨，以展促产，提质增效，
厦门海洽会已成为推动海洋产业集群发展的
重要平台，助推我国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洽谈会成功举办

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时空界限 逐梦广阔深海逐梦广阔深海逐梦广阔深海逐梦广阔深海
——2023年数字孪生海洋国际峰会侧记

□本报记者 陈挺 见习记者 林闻 通讯员 李心

2023年数字孪生海洋国际峰会“高峰对话”环节 （资料图片）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 Peter Thomson 致开幕辞。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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