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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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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水下立体观测网来获得科学、实时、全面的数据，是未来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方向。本文分析了发展海

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的需求和必要性，对比了国内外相关装备的发展现状，进一步剖析我国领域发展面临的问题，研判

作为海洋水下观测关键环节的传感器技术进展点。研究认为，我国海洋观测平台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海洋关键传感器、

高精度传感器方面依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海洋观测的大数据与实际需求之间有所脱节，海洋传感器缺乏改进平台支撑。

研究提出了支持海洋关键传感器研究成果高效转化、统筹管理国家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建立海上仪器装备国家公共

试验平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领域中长期发展提供方向参照。

关键词：海洋观测；海底观测网；水下移动观测平台；水下传感器

中图分类号：P715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n underwater stereoscopic observation network to obtain scientific, real-time, and comprehensive data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exploiting the ocean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need and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underwater stereoscopic observation equipment, then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quipment in China and 
abroad, furth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s field development, and presents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of marine sensors 
which serve as the key link for underwater observation.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chnologies regarding marine observation 
platforms, but it still lags behind the world advanced level in key marine sensors and high-precision sensors. The big data obtained 
from ocean observation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demand, and the ocean sensors lack the support from an improved platform. To guid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elated fields,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support the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f key 
marine sensors, coordina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marine equipment for underwater stereoscopic observation,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public test platform for offshor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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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洋观测依赖于装备的技术进步：早期人类

认识海洋主要是从船上或者岸上；20 世纪遥感技术

的出现使得从空间获取海洋动态性信息成为可能；

进入 21 世纪，从水下和海底观测海洋成为探索热

点。作为时空耦合的复杂过程，海洋过程的观察

需要协同使用移动和固定的观测平台。海洋水下

立体观测系统指基于有线或无线方式，借助固定

或移动的平台，对海洋进行实时观测的网络 [1]。
海洋观测技术装备是观测系统的基础，是维护海

洋安全、防控海洋灾害、促进海洋科学进步的重

要支撑。

20 世纪 60 年代起，国际上许多海洋科学考察、

海洋资源活动开始探索利用各类水下观测技术装

备。例如，水下遥控装置作为无人水下观测平台，

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可在较大水深中长时间工作，

获得了迅速发展 [2]。我国海洋科学家在 1997 年提

出了从海底观察地球的倡议，认为海底观测网建设

存在国际竞争，可能引发国际权益与安全之争，我

国宜尽早着手、争取主动 [3]；在分析加拿大海底

科学长期观测网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阐述了海底观

测网的价值 [4]。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发表的系列论

文全面介绍了国际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系统发展的情

况，如文献 [5] 介绍了水下自航式海洋观测平台，

分析领域发展历史和现状，提出我国开展相关研究

的重要性和可能方向；文献 [6] 分析了国内外水下

观测信息体系的现状与趋势，提出我国水下观测信

息体系发展建议。

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网通常分为三部分：海底观

测网、水下移动观测平台及传感器、水下立体观测

信息系统。本文主要围绕前面两个部分展开研究，

论述发展需求，在概要梳理国内外领域进展的基础

上总结发展趋势、凝练存在问题、分析关键技术，

据此提出领域发展建议。

二、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的需求分析

（一）促进海洋科学发展

海洋科学是基于观测的学科，新发现、新进步

都离不开海洋观测技术装备。全面提升海洋水下立

体观测装备水平，是促进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需要，

也是解决海洋科学重大问题的关键。假如将地面与

海面视为地球科学的第一个观测平台、空中视为第

二个观测平台，则海底是第三个观测平台。海洋水

下立体观测平台将从水面到海底的范围纳入人类的

探测监测视域，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海洋的

途径，开创海洋科学的新阶段 [3]。
海洋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与科学问题，需要建

立在长期观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突破。发展海洋水

下观测技术装备，为科学家提供了从水面到水下、

从水中到海底地壳深部、全方位、大范围、综合性、

实时性的高精度观测条件；通过观测，更好理解

人类活动导致的海洋变化、海洋生命、海底 – 海

水 – 大气之间关联、海底及沉积动力学等海洋科

学问题。

（二）防控海洋灾害

海洋观测是海洋灾害有效预测预警的信息来

源，世界上有约 80% 的火山喷发、地震发生在海底，

且主要沿着地壳的边界 [3]。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

备对海底地震进行监测、评级、定位，通过数据的

处理、建模、分析，准确预报台风、海啸等自然灾

害；监测风暴、藻类勃发、海底喷发、滑坡等各种

突发事件 [5]，降低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为沿海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防灾减灾保障。

（三）保障海上国防安全

发展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是海上国防的

必然需求。我国海岸线长约 18 000 km，海上邻国

有 8 个，且一些国家与我国存在领土 / 领海纠纷。

一些国家在第一岛链设置了海底声学监听网络系

统，对我国海军装备的安全出入构成威胁。为了避

免海洋水下“门户洞开”、水下空间“单向透明”

状态，自主建设水下监测系统、发展水下监测装备

是我国海上国防建设的必然需求。

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具有长期、实时、

不间断、大范围的特点，支持水下监测系统作用的

持续可靠发挥，保障领海权益不受侵犯。

三、国内外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的发

展现状与趋势

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系统主要涉及三方面：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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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平台、传感器、数据处理。鉴于数据（综合）

处理方面，目前国内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加之专

业度较高、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究，因此本文主要

围绕海洋水下固定观测平台（海洋水下观测网）、

水下移动观测平台、海洋传感器等装备展开论述。

（一）海洋水下观测网

海洋水下观测网计划由美国率先提出，但因经

费问题而进展缓慢。1999 年 6 月，加拿大率先建

成海王星海洋水下观测网；通过复合缆将海底观

测点连成环路，形成海底火山状态、地震海啸活动

的实时观测能力，支持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目前观测设备的数量超

过 138 个。进入 21 世纪，各国积极建设海洋水下

观测网，如 2003 年日本建立的新型实时海洋水下

监测网（ARENA）、2004 年欧洲的海洋水下观测网

（ESONET）、2006 年澳大利亚的综合海洋观测系

统（IMOS）、2013 年印度的北印度洋海洋系泊浮标

（OMNI）等。这些设施集防灾减灾、科学研究等多

类功能于一体，观测传感器数量较多，观测对象趋

于丰富，观测区域有效拓宽。

我国的海洋水下观测网“十一五”时期规划，

“十二五”时期建设，“十三五”时期拓展；参与研

究和建设的单位有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船舶第七一五

研究所、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等 [7]。2009 年，同济

大学牵头，联合相关单位建成“小衢山海底观测实

验站”，是我国第一个海底综合观测试验与示范系

统 [8]。2013 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声学研究所共同建设的“三亚海

底观测示范系统”投入运行 [9]。2014 年，浙江大

学建成了“摘箬山岛海洋立体观测示范研究与试验

系统”。“十二五”时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牵头，联合国内优势单位，承研了国家 863 计划

重大项目“海底观测网试验系统”，重点攻关海底

观测网试验系统总体技术，突破了水下高压远程

供电、大深度高精度定位布放与回收、大深度水

下接驳盒与仪器、大深度高电压光电复合缆，深

水无人遥控潜器（ROV）水下湿插拔等多项关键

技术，实现了深海海底观测网系统的建设与稳定运

行 [10]。2017 年，“海底科学观测网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项目建议书获批，由同济大学牵头、中

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建，建设周期 5 年；2018 年，

“海底科学观测网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批。海底科学观测网是针对海底地

壳深部、海底界面、海水水体及海面开展高分辨率、

大范围、全天候、综合性、长期、连续、实时观测

的主要手段，将为国家海洋安全、深海能源与资源

开发、环境监测、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等研究提供支

撑。整体来看，我国海洋水下观测网建设起步较晚， 
目前仍未正式建成；发展的新技术还需持续验证，

距离正式应用和推广尚有距离。

（二）海洋水下移动观测平台

海洋水下移动平台机动灵活，如 ROV、载人

潜器（HOV）、自主水下航行器（AUV），广泛应

用于海洋水下立体观测过程，在海洋水下观测网的

安装和维修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水下观测

网为水下移动平台提供充电、信息传输中转等服务，

二者结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无人遥控潜器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的许多海洋科学考察、

海洋资源探测活动，较多利用遥控的无人水下观测

平台开展，在较大水深中长时间工作的能力是主要

原因。ROV 在人工控制下，在海洋深处、海底危

险区域执行各种指令与操作；除了开展观测基本任

务外，还可通过机械手进行水下取样、安装、维护

等作业，优势独特。ROV 技术成熟的国家有美国、

俄罗斯、日本、法国等，均具备研制 6000 m 及以

下深度 ROV 的能力；更大潜深的 ROV 还处于试验

阶段，尚未得到推广应用。

2020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

制的“海斗一号”ROV 完成了 10 907 m 的下潜深

度，刷新了我国潜水器下潜深度及作业深度的记

录，填补了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上海交

通大学研制的“海马号”“海龙号”ROV 作业水深

分别为 4500 m、6000 m；中国船舶第七一五研究所

研制的定型 ROV 作业水深为 5000 m [11]。我国已

进入拥有 6000 米级 ROV 的国家行列。

2. 载人深潜器

HOV 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航行

能力和作业能力有限、体积大、运输不方便，未

能获得推广应用。美国“阿尔文”HOV 于 1964 年

研制成功，1966 年在地中海协助完成打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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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了海底热液喷口 [12]。“阿尔

文号”最大潜深为 4500 m，可让研究人员到达地

球上约 2/3 的海底；经过升级改进后，最大潜深接

近 6500 m，可覆盖 98% 的海底面积。美国伍兹霍

尔海洋研究所“深海挑战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下

潜至 10 908 m，日本“新海 6500 号”最大潜深为

6500 m。

在我国，“蛟龙号”HOV 潜深为 7020 m；“深

海勇士号”HOV 国产化率达到 95%，核心国产设

备性能和技术状态稳定，标志着我国大深度载人深

潜技术和装备制造取得重大进展。

3. 自主式水下航行器

AUV 造价低、安全性好、连续工作时间长，

可以自主设定航线、搭载多类水下传感器，目标区

域的观测效果较好。国外 AUV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产品技术体系较为成熟，功能性能基本稳定；占据

国际市场主要份额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挪威等，

市场上成熟的 AUV 产品类型超过 100 种。

在我国，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

牵头研制的 AUV 完成了水下 6000 m 自主航行演

示，仍处于研发测试阶段，功能性能有待进一步验

证。未来 AUV 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仿生性、多功能

性，兼顾提升灵活性和续航性能。

4. 水下滑翔器

水下滑翔器依靠侧翼产生的水平动力在水下潜

行，通过调节内部配重进行上浮和下潜；搭载温盐

深（CTD）等多类传感器，在水下大范围内持续搜

集环境参数，成为海洋科考较为经济的水下观测工

具之一。美国最早开展水下滑翔器的研制，目前拥

有最为成熟的技术；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很

早就开展各类水下滑翔器技术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海翼”

水下滑翔器，工作水深为 300~7000 m、续航时间

达 40 d，航程超过 1000 km。天津大学研制的“海

燕”水下滑翔器，工作水深为 3620 m、续航时间

达 30 d，航程超过 1000 km。相关产品的研制和

应用，标志着我国基本掌握了水下滑翔器技术体

系 [10]。

（三）海洋观测传感器

随着海洋观测活动的不断发展，在海洋水下、

海底、深海环境等长期连续观测需求的牵引下，美

国、日本、德国等研制了多类海洋环境观测的新

型传感器，如 CTD 传感器方面，温度测量精度为

± 0.001 ℃、电导率测量精度为 ± 0.003 mS/cm、压

力测量精度为 ± 0.015% FS。
我国海洋观测传感器、仪器、测量系统研究起

步较晚，得益于国家支持取得了较快进展：一些技

术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同期水平，一些海洋

水下观测装备形成了系列产品，一些水文仪器在大

洋考察、国际联合调查中得到应用。在国家 863 计

划、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渠道的支持下，国

内研制了多型海洋调查、取样装备，如自动气象站、

高精度 CTD 仪、海流剖面仪、磁力仪等；发展的

深海取样装备有深海电视抓斗、多管取样器等 [13]。
海洋观测平台具有多种样式，如浮标、潜标等被动

观测平台，这些装备的研制和应用带动了海洋调查

观测、环境监测等专用传感器技术的进步。

（四）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的发展趋势

随着海洋水下观测需求的不断发展，海洋观测

已经从海面转入水下、进而拓展到海底的全方位、

立体化观测阶段。这就要求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系统

涵盖多种观测平台，如调查船、浮标浅标、水下潜

器、海床基观测站等；通过多种观测平台的有机组

合，形成水下全方位立体观测能力。多平台协同化

立体作业成为今后海洋观测的趋势，观测范围也由

水面向水底拓展，由近海向深远海延伸。在未来，

海洋水下观测平台将演进成为自适应、有机集成的

海洋水下观测平台阵列。

在深海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长期连续观测需求牵

引下，全海深绝对流速剖面仪、深海高精度海流计、

多电极盐度传感器、快速响应温度传感器、湍流剪

切传感器、多参数水质测量仪等海洋水下观测传感

器成为重点产品类别。伴随着海洋观测平台技术的

发展，具有运动平台自动补偿功能的环境监测传感

器应运而生，如适装于自治潜水器、遥控潜水器、

水下滑翔机、深海拖体等运动平台的温度、盐度、

湍流、pH、营养盐、溶解氧等传感器。在未来，自

动补偿传感器改进应用于海洋水下观测平台阵列成

为重要发展趋势。

在未来的海洋水下观测体系中，海洋传感器技

术朝着系列化、模块化、标准化、通用化方向发展，

海洋观测平台技术朝着多样化、多功能等方面发展。



023

中国工程科学 2020 年 第 22 卷 第 6 期

无人潜水器产业趋于成熟，新型无人潜水器不断出

现，海洋观测仪器与设备不断进步，为海洋水下立

体观测技术装备构建提供了坚实支撑。此外，得益

于数字信号处理器、大容量存贮器的进步，海洋观

测仪器设备朝着小型化、多功能方向发展。

四、我国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发展面

临的问题

（一）国产传感器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我国相关产业经过十多年发展，在海洋观测平

台方面技术较为成熟，但观测平台搭载的 CTD、光

学传感器等海洋观测核心传感器的进口比例依然较

高。除潮汐、海洋气象等测量仪器外，大多数国产

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可靠性不高、产业化水平低。

入网观测仪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业务化海洋观测

仪器设备的研制、生产、应用、管理仍处于不协

调的“亚健康”状态；业务化海洋观测的数据获

取能力、数据质量不高，甚至在恶劣海况下难以

获得灾害环境预警所必需的基础数据。数据搜集、

后期维护改进等方面的技术难以自主掌握，存在

着海洋观测活动在特殊时期遭遇设备断供、关键

信息泄露等问题。目前，国内传感器研制大多处

于原理样机或工程样机阶段，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的实力薄弱；一些核心技术仍待攻关，传感器技

术的产业转化也需要通过实地监测、试验应用来

指导改进和提升。

（二）海量数据与现实需求之间出现脱节

海洋观测数据具有多重角色：核心信息装备的

研发引擎，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网的直接目的，传输

网络的载体，中心处理平台的依据，海洋应用的基

础。经过长期发展，国内的海洋遥感、岸基、水面、

水下等观测平台搜集了海量数据，但目前相关数据

利用率、使用价值均不高；从学术研究层面分析，

主要原因有：反演信息欠精准，信息提取知识欠科

学，知识服务欠智能。获得海量数据之后，应提高

数据使用的有效性，切实为最终目标服务，否则形

成“数据孤岛”而难以产生实际效能和投资回报。

（三）国产传感器缺乏使用验证和必要改进

我国海洋监测管理机构“多头管理”现象依然

存在，导致研究力量分散、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

了重点工程实施成效，不利于领域长远发展。在水

下立体观测网的信息处理和搜集方面，目前服务对

象不够明确，水下信息的流通范围较窄，信息采集、

交换标准不一致，数据整合度和利用率偏低，社会

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不利于水下观测信息发挥应

用效能。以 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专项为例，许多

国产传感器处于样机层面，实地使用偏少，也很难

继续进行必要的修正和改进；许多国产传感器仅限

于试用或者“沾水出数据”即可，未能进行产品化

并持续保持更新、改进、修正；因后续的使用、改

进、实验等方面资源支持不足，转化机制缺失，在

研发和产业化之间出现了断层。

五、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重点发展

方向

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系统装备的建设，除了有更

为成熟的海洋观测平台以外，搭载在海洋平台上的

海洋传感器阵列成为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的关键。不

同类型的海洋水下观测平台，在搭载海洋观测探测

仪器、海底取样等水下作业装备之后才能完整构成

装备体系，也才具备充分发挥综合技术体系效能的

可能性。发展可供潜水器搭载的各类传感器、探测

装置、通用 / 专用作业工具，是水下作业技术的基

本模式，也是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深水资源的重要

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尽管在传统海洋观测传感

技术方面取得明显进展、逐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但在新型传感器、特殊功能传感器方面依然面临

差距，甚至出现了差距扩大的现象，如高精准度

CTD 剖面仪、投弃式温深传感器、投弃式温盐深

传感器、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相控阵声学海

流剖面仪等。应努力摆脱“空壳建造、装备总装”

的现状，改进海洋水下观测探测装备综合性能，

争取关键传感器的全面国产化；跟踪移动平台、

组网观测等平台技术研究热点的同时，及时谋划

并有效应对未来传感器小型化、低功耗、防污损

的挑战。

（一）原位生物化学传感器

物理海洋学传感器已经面世数十年，国际上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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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电导率、温度、深度的传感器也实现了高度成熟

和小型化，但生物地球化学、生物海洋学类的观测

传感器进展明显滞后。除了监测可食用鱼类以外，

为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理解和

掌握从浮游生物到鲸鱼在内的整个海洋生物链状

态。目前国内外在海洋生物学的监测技术方面都

不够成熟，这是我国海洋生物传感器研究进步的

良好机遇。国际上生物监测逐步获得重视，化学

测量新技术（如硝酸盐、磷酸盐）也在发展，在

不远的将来有望成熟到可以持续利用的程度。我

国应与国际同步，重视和发展相关类型的传感器，

如原位营养传感器、220 nm 紫外光谱测量仪、原

位自主硅酸盐电化学传感器、原位电化学硝酸盐

传感器等。

（二）原位芯片海洋观测技术

国际市场公开销售的基于试剂的化学、生物传

感器都没有采用原位芯片实验室（LOC）技术，相

关技术仍处于少数国家（如英国、日本）、少数实

验室的专利授权期。尽管微流体技术、LOC 技术

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海洋观测方面的应用潜力

仍待挖掘和明确。原位芯片海洋观测技术技术性

能高、具有潜在的低成本优势，能够测量海洋水

下观测的多种参数，非常适合填补目前海洋观测

能力的差距，未来发展空间较大。原位芯片技术

的易用性提升极为重要，在生物参数测量方面应

用潜力较大。

（三）传感器主动防污技术

生物污垢的积累会干扰传感器运行、减少流向

传感器的水流、影响平台机械运动、增加仪器质量

和阻力，进而影响观测的准确性，因此保护传感器

免受生物污染极为重要。传统处理方式主要有：采

用防污涂料、涂层，或选择防止生物污损的基质，

但对观测环境不友好；配置擦拭器、通过设定不同

的擦拭频率来去除各种新沉积的污垢生物体；采用

紫外线照射、淡水冲洗、纳米聚合物涂层等来防止

生物污垢沉积。在诸如东海等区域的高结垢环境中，

传感器需要综合采用多种方式来实施可靠保护。未

来传感器的发展，应将生物附着性纳入评估内容，

根据结垢环境特征采用不同方式、不同频度的除垢

措施，尤其需要关注主动擦拭器、电解氯化方案、

紫外线照射、纳米聚合物涂层等。

六、对策建议

（一）支持海洋关键传感器的高效成果转化

传感器是海洋观测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性能

优劣直接反映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的水平高

低。国内存在着海洋传感器研制结题后因缺乏持续

必要支撑而难以实施成果转化的情况，使得一些传

感器技术供应与市场需求结合不紧、产品研制缺乏

必要的试用与改进，从而影响了前期研发投入的

产出和回报。海洋关键传感器尽管类别多样，但

相关技术瓶颈具有共性，这些问题应及时梳理并

集中解决。

建议开展行业顶层设计，论证国家海洋传感器

综合规划，争取事关海洋关键传感器研发与应用的

必要资源保障；采取市场化方式、制定明确规则，

促进海洋关键传感器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鼓励原

始创新、推进应用创新，重点支持国内需求迫切且

难以稳定进口渠道的传感器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

配套合理必要的政策和资源支持。

（二）统筹建设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的大数据处理与

共享中心

海洋观测耗资大、周期长、涉及多方，多单位

甚至多国联合实施相关项目是常态。一方面，围绕

海洋科学的重大问题，基于通用的海洋观测平台，

实现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术思想和不同层次的研

究力量协同，旨在以学科交叉的形式高效推进领域

发展；另一方面，共享海洋观测平台可显著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更好促进观测装备及关键传感器的技

术进步与更新。随着观测技术装备的不断发展，海

量数据不断积累，数据处理、集成、产品化供应、

科学管理成为迫切任务。尽快落实海洋观测平台

共用、数据共享，破解国内科研人员只能与国外

进行数据共享、一些国内产生的数据只能通过国

外途径来获取等不良现象，扭转涉海数据自我封

闭、自我管理的局面，是主管部门和科研人员共

同的责任。

建议将统筹建设海洋水下立体观测的大数据处

理与共享中心提上议事日程，开展领域建设统筹规

划、构建数据共享制度；充分利用并发挥好现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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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作用，支持发展海洋水下立

体观测技术装备的核心关键技术，扎实提高核心装

备、关键传感器、观测装备的国产化水平，在海洋

环境监测与装备领域更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三）建立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国家公共试

验平台

建立技术装备国家公共试验平台，有利于装备

测试与方案改进以提高性能，可以持续培养海洋领

域的研究与技术人员，积累装备与仪器的立项、研

制、改进经验，加快工程应用进度。

建议开展海洋水下立体观测技术装备国家公共

试验平台建设，按照企业化、业务化、市场化方式

运作，提供长期、连续、实时、多学科、同步、综

合的观测试验平台和基础设施功能；建立资源共

享、要素完整、军民兼用的海上试验场，为我国海

洋仪器与海洋模型的研发、检验和工程化应用提供

统一、优质、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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