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全垫升气垫船出 口 新加坡

由中国航天工业 总公 司七 一研究所与南

通渔轮厂 等单位研制 开 发 的 型 全垫 升

气垫 船
,

已 于 年岁 末 由长 江 口 启运 新 加

坡
,

标志着我 国全垫 升气垫 船开 发水平 又有 了

新的提高
。

全垫升气垫船综合应用 了流体力学和空气

动力学 的原 理
,

以 先进动力装 置带 动垫 升 系统

和推进 系统运行
,

具有水陆两栖功能
,

故适应面

亦较普通船舶广
,

倍受部 队和航运企业 的器重
。

进人 年代 以来
,

我 国研制的全垫 升气垫船不

仅能满足国 内需 要
,

而且还能适应 国 际市场 的

需求而 出 口 创汇
。

我 国开发全垫 升气垫 船很 早
,

理论研究 和

试验成果也很 多
,

但 由于 结构 系统 动力 装 置

产业 的落后和不 配套
,

严重影 响 了产品定型
,

加

上经济性欠佳
,

限制 了它的使用领域
。

随着 国内

整体基础水平 的提高
,

许多难题陆续攻克
,

全垫

升气垫船研制步人实用开发 阶段
。

国家火炬计划 中明确将 全垫升气垫船立项

开发
,

给 以极大的支持
。

目前
,

我 国在 民用全垫

升气垫船研制方面 已 形成 座 座 系列
,

这些船成功地营运在长江 口
、

杭州湾
、

黑龙江客

运线上
,

结束 了千百年来沼泽
、

浅滩
、

泥沙
、

冰冻

地域之 间无法 高速直航 的历 史
,

为交通 现代化

作出 了重要贡献
。

同时
,

由于技术进步使全垫升

气垫船的经济性得到改善
,

可靠性提高
,

使用寿

命延长
。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七 一研究所发挥高

新科技优势
,

现 已 研 制成 功
一

系列 全 垫

升气垫船
,

在围裙设计
、

船体结构
、

动力选型
、

系

统配置等方面保持 了高起点 和 多特色
。

以此次

出 口 新 加坡 的 全 垫 升 气垫 船 为例 其

全长 米
,

总宽 米
,

总高 米 离水垫升重

量 公斤
,

有效载重 公斤
,

可载 名

旅 客 其动力装置 为 台
刁

型气冷柴油

机
,

功 率为 千 瓦
,

可 同时用 作垫 升 和 推进
。

船尾设置 了 个涵 道推进 器
,

内装 直径 米

的空气螺旋桨
。

该船最高航速 节
,

最大越波

高度 米
,

抗风力 级
。

耗 油 量 千 克 小

时
。

尤其适合陆一 岛
、

岛一滩之 间的旅游观光
,

使用 起来 也 十分安 全
。

我 国 出 口 新加坡 的 全垫 升气垫 船

现 已 通过 国 际船检权威机构 的质量 检 验
,

与国

外 同类船相 比毫不逊色
,

同属 于 年代有竞争

力 的先进全垫升气垫船
。

林一平

南海区的渔业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

南海 为北 太平洋 西部 的一 个半 封 闭 陆缘

海
,

地处 热带和 亚热带
,

纵跨 个纬度 一
,

四 周 为 中国
、

越 南
、

泰 国
、

柬埔 寨
、

马 来

西亚
、

新加坡
、

印度尼西亚
、

文莱
、

菲律宾等国家

和港澳地 区所包 围
,

有珠 江
、

韩 江及红河
、

循公

河和循南河等主要河流汇人
。

南海 的平均水深

为 米
,

最 大 水 深 达 米
,

总 面 积 为

万平方公里
。

南海具有热带深海特征
,

水温

高
,

年变 化小
。

南海 以 为界
,

以 北称南海

北部
,

以南称南海南部
。

南海 区 渔业资源种类繁多
。

南海北部 已 有

记 录的种类有 分布于大陆架海域的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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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虾类 种
,

头 足类 种 分布于大陆坡 的

鱼类 多种
,

虾类 种
,

头足类 种
。

蟹类

的种类很 多
,

仅梭 子蟹就有 种左右
,

但 数量

较 多且有经 济 价值 的 主要有 三 疵梭 子蟹
、

锯缘

青蟹和远海梭子蟹
。

南海南部 的渔业资源
,

据历

史 资料记载
,

南沙 群 岛海 域有 经济价值较高 的

鱼 类 多 种
,

食 用 海 参 种
,

贝 类 种
,

此

外
,

还有头 足类
、

甲壳类
、

藻类和爬行类等
。

南沙

群岛西部粪他陆架的渔业资源
,

种类也很多
,

但

据台湾省及广西北海 渔业公司 的试捕调查 和生

产的情况
,

占渔 获物组成 以上 的 只 有 多

种
。

年
,

南海周 围的 国 家和 地 区 在南海 的

渔获量 总共为 万 吨
,

其 中东南亚 七 国 的

渔获量为 万吨
,

我 国华南三省 区
、

台湾

省 以 及 港 澳 地 区 的产量 为 万 吨
,

仅 高于

越南
、

柬埔寨
、

马 来西 亚
、

新 加 坡
、

文 莱 和 菲律

宾
,

略低 于 印度 尼 西 亚
、

而 仅 为泰 国产 量 的

。

目前
,

南海北部海 域渔业 资源 利用 的情况

是 沿岸 区 的资源 已 利用过度
,

一些优质鱼类 的

资源严重衰退 近海 的资源 已 充分利用 外海 的

资源属 中等利用程度
,

尚有一 定开发利用潜 力
。

资源衰退 的种类有 酬鱼
、

四指马鱿
、

尖吻妒
、

狼

暇虎鱼
、

海鳃
、

黄鳍马 面纯
、

鳖鱼等 资源 已 充分

利用 的种类有 红鳍笛绸
、

二长笛绸
、

蛇鳍
、

金线

鱼
、

大 眼绸
、

黄绸等 资源 尚未充分利用 的种类

有 贻鱼
、

竹笑鱼
、

深水 金线 鱼
、

胁谷 软 鱼
、

脂 眼

双鳍鳍
、

鳞 首方头绍 及头足类 等
。

而南海南部海

域
,

若按 前苏 联 专 家估计
,

年 中上 层 和 底

层 鱼 类 资 源 的 可 捕 量 分 别 为 。 万 吨 和

万 吨
,

两者合计 为 万 吨
,

除去 当年

的捕捞量 万 吨
,

尚有 万 吨 的 可 捕

量未加利用
。

由此可 见
,

南海南部海域资源 开发

潜力很 大
。

马志华

南澳在初夏育出杂色鲍幼苗

广 东省南澳县 汕澳 海珍 品 养殖公 司
、

汕 头

市农业物资发 展 总公 司
、

南澳县海 洋
’

与 水产局

联 合开 展 的
“

杂 色鲍 初 夏 育 苗 试 验
” 项 目

,

于

年 月 日通 过 专家鉴定验收
,

确认该

项 目的试验成功填补 了我 国杂 色鲍初 夏人工育

苗技术 的空 白
,

其促进 亲鲍性腺提前成熟
,

技术

达到省 内领先水平
。

近年在华南沿海地 区 步入规模化生产的杂

色鲍
,

过去都停留在常规 的秋季育苗上
,

存在着

苗种人冬规格小
、

越冬成活率低
、

翌年成 品率低

等问题
。

为充分利用 育苗设施 和场地
,

发挥夏 季 水

温高
、

贝类生长快的有利条件
,

解决苗种短缺问

题
,

南 澳 县 汕 澳 海 珍 品 养 殖 公 司 等 单 位
,

在

年 月 初选择海水透 明度高
、

气候条件优

良的南澳 岛后宅镇破船澳海 区 的鲍鱼养殖场
,

开展杂色鲍初夏人工育苗的技术研究
。

试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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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正 遇 上潮 汕 地 区 年来 春季时间最长连 续

低温 的倒春寒
。

技术攻关小组在亲鲍培育
、

前期

饵料 底栖硅 藻 的培养
、

亲鲍 的催 产 及 育苗等重

点试验环节 上
,

采取 了 合理 营养
、

控制光 照
、

调

节 流 水量等技术措施
,

克服 了天 气条件 的不 利

因素
,

促进 亲鲍性腺提前成熟
,

使试验一举 获得

成功
。

在 。。 平方米 的育苗水体 中
,

共获得壳长

厘米稚鲍 万头
,

经过 近 个 月 的 中间培

育获得壳长 厘米 的商品鲍苗 万余头
,

中

间养成成活率达到 写
。

专家们认为
,

杂色鲍经过强化培养
,

提前于

初夏进行育苗
,

不仅生长速度快
,

而且至冬季时

个体大
,

耐寒能力 强
,

有利于提 高越冬成活率
,

又 不影 响常规秋 季 育苗
,

提 高场 地
、

设 施 利用

率
,

具有 明显 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将有力促

进我 国南方沿海鲍鱼养殖业 的发展
。

许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