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进深海，“梦想”成真

为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在省财政支
持下，我省连续7年累计投入近20亿元专
项资金支持海洋工程装备、海上风电、海洋
电子信息、天然气水合物、海洋生物、海洋
公共服务等海洋六大产业创新发展，突破
281项关键技术瓶颈，直接带动配套研究投
资17亿元，带动产业产值252亿元。广东
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近五年海洋
新兴产业年均增速达13.7%，2024年广东海
洋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连续30年领跑
全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海洋六大产业专项成果巡礼”的项目成
果，一同感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脉搏。

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
科技领域的“皇冠”，是海
洋大国的实力象征。作为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被
提及的科技创新成果，“梦
想”号可谓技能指标叠满：
最大钻深11000米、船载实
验室面积超 3000 平方米、
续航力15000海里、可在海
上连续工作120天……

面对“梦想”号建造中
间产品多、逻辑链复杂、施
工作业难度高、巨型总段
移运变形控制等难题，“深
水钻采船设计建造关键技
术研究”项目用小小的巧
思撬动大大的“梦想”。

项目创新性提出深水
钻采船巨型总段区域完整
性并行建造方案。钻采船
按尾部、机舱、钻采、艏部
区域分别采用巨型总段并
行建造。

“化整为零”分区域、
分场地实施巨型总段并行
建造方案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建造质量，还让主船
体建造周期比预期提前了
3个月。

在深海作业中，动力
系统犹如“定海神针”。为

确保动力系统持久稳定运
行，“深水钻采船设计建造
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提出
了 DP-3 闭环电网设计、
蓄能电池系统和中压交流
闭环电力推进系统并联的
混合动力系统集成总体方
案。

最终，“梦想”号在全
球范围内首次将蓄能技术
和闭环电网同时应用于
DP-3 级动力定位系统，
成功构建了最新一代 30
兆瓦闭环环网电站和电
池蓄能技术。新技术的
应用，使得“梦想”号续航
力达 15000 海里，在海上
连续工作120天不再是“梦
想”，同时实现能耗节约超
过15%。

“深水钻采船设计建
造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
助力“梦想”照进现实的同
时，也产出了多项成果。
其中，申请专利27项（发明
专利24项，实用新型专利3
项），发表论文 18 篇，完成
标准草案编制2项。

让我们期待“梦想”号
挺进深海，创造辉煌！

广东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助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依托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
“半潜桁架结构德海智能养殖渔
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和珠海德赛海洋渔业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了全球首个
浮体与桁架混合结构的万吨级深
海养殖平台“德海 1 号”。

在珠海桂山镇海域，碧波之
上，一个个深水网箱星罗棋布，其
中，一座黄色的船形桁架结构网
箱分外抢眼，它就是“德海 1号”。

“德海 1 号”主体结构为箱型
与桁架结合，长 91.3 米，宽 27.6
米，其面积相当于 5 个篮球场大
小。自 2018 年投放以来，已稳定
运行近 7年，在深远海养殖领域持
续发光发热。

在抵抗台风方面，“德海 1号”
一战成名。它直面迎战超强台风

“山竹”的袭击，在经历了持续 10
多个小时、平均风速 48 米/秒、阵
风风速超过 63 米/秒，浪高 3米至
4米的高海况之后，其主体结构安
然无恙，养殖设施仍能正常运行，
成为全球迄今唯一一个通过 17级
台风检验并确保安全的大型“渔
场”，其坚固程度令人惊叹。

“德海 1 号”能在深远海拥有
如此强大的生存能力，源于项目
团队的技术创新。为有效抵抗南
海海域台风多发风险，项目团队
在国内率先采用单点系泊技术，
极大提升了平台抗风浪能力。在
大风浪冲击时，平台并非直接硬

抗，而是巧妙地将风浪力量逐渐
化解。

同时，“德海 1 号”配备了一
系列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宛如一
座现代化的海上养殖工厂。平台
配备智能化投喂养殖专家系统、
自动投饵机、监控监测系统、风光
互补能源系统、海水制淡系统、水
下洗网机和高弹性锚泊系统，可
独立开展不同鱼类品种的养殖，
适应 20 米至 100 米水深海域区间
养殖，具备深远海养殖一体化管
理及无人驻守养殖功能。

多年来，“德海 1 号”在养殖
成果上成绩斐然。已试验示范养
殖大黄鱼、金鲳鱼、军曹鱼和石斑
鱼，每立方米养殖水体造价控制
在 700元左右，运行至今累计产值
5000 多万元，兼顾经济性、实用
性、耐用性、易维护的特点。

依 托 研 究 成 果 ，项 目 获 得
2021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21 年度海洋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入选 2020 年中国农业农村
十大新装备和 2023年农业农村部
农业主推技术。

在“德海 1 号”的成功示范
下，德海智能养殖平台得到积极
推广，已陆续在香港、海南、广东
和 河 北 等 地 区 投 放 5 套 ，其 中
2024 年建造完成的“台山 1 号”尤
为亮眼，在智慧养殖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 （下转第5版）

本报记者 刘肖勇综合报道 文图素材来源：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千图网

广东阳江三山岛 500 千伏海
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全面开工。
作为我国首个海陆一体送出工程，
它能够将距离陆地 92公里的深水
海域风电资源，源源不断送往粤港
澳大湾区。

这条电力“深海高速路”是如
何炼成的？

随着海上风电向着更深更远
的海域挺进，传统的交流输电方案
有点“力不从心”。面对长距离、大
容量输电需求的趋势，南网科研院
牵头的“远海岸风电送出关键技术
及装备研究”项目创新性地将柔性
直流技术运用于海上风电领域，破
解了海上风电深远海送出难的问
题。

相较于传统交流输电技术，柔
性直流输电技术更具性价比。以
集约送出 2000兆瓦的海上风电集
群为例，传统交流输电至少需要用
4根海缆，征海宽度170米；而柔性
直流输电只需 2根海缆，征海宽度
仅需 70 米，海底路由用海面积可
直接省下近 59%，妥妥的“海域空
间管理大师”。

为将柔性直流技术打造成海
上风电深远海送出的“利器”，项目
在国内首次攻克了2GW（吉瓦）深
远海风电直流送出关键技术，突破
了海上风电无升压汇集、紧凑化海
上换流平台布置、适海型关键装备
研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构建
了一套完整的远海岸风电柔性直
流输电系统设计和装备制造技术
体系。

突破关键装备设计及制造难
题。项目研制了国内首套紧凑型
柔性直流换流阀子模块和阀塔物
理样机，以及紧凑型柔性直流控制
保护设备样机。“换流阀相当于交
流变直流的高效‘中转站’，为深远
海风电直流送出这条‘高速路’的
畅通提供了基础保障。”据南网科
研院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技术研
究所一级项目经理邹常跃介绍，换
流阀是深远海电力传输“一路绿
灯”的重要辅助。

突破直接汇集组网难题。项
目开创性提出 66千伏无升压站的
千兆瓦级风机直接汇集组网方案，
摒弃传统海上升压站模式，在“断

舍离”中实现了工程建设成本的压
减，为推进深远海风电高效开发开
辟了新思路。

突破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
系统成套设计难题。项目在国内
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海上平台型
柔性直流换流站成套设计方案，为
实现海上风电大规模送出打下了
坚实基础。

据项目负责人南网科研院副
院长、南方电网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李岩介绍，项目成果正在青洲海上
风电项目以及阳江三山岛海上风
电柔直输电工程中迭代升级，助力
我国远海岸风电输出实现从国际

“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三
部曲跨越。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
电工程在海上采用柔性直流技术，
风电搭乘着“深海高速路”登陆后，
继续走直线架空线至负荷中心，从
源头破解大规模、深远海区域风电
送出难题。相信丰富的海上风电
能源会通过持续升级的“深海高速
路”奔向千家万户。

柔性直流技术助力海上风电进深远海

远海岸风电送出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44星期五 2025年6月13日 责编：张文鑫 美编：晓媛 Email:gdkjb@126.com

6月8日

深水钻采船设计建造关键技术研究

耕海牧渔，锻造“深蓝粮仓”样本

半潜桁架结构德海智能养殖渔场

“德海1号”平台

“梦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