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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共分三部分，收集了海洋增养殖与育种技术、海洋生化工程和海洋资源与环境三方面的研究文
章46篇。
本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内在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进展。
　　本书可供从事海洋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海洋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生
物化工）等学科的高校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科研和实践应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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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与人类的衣食住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
后一块疆土和空间。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人类未来食品、药品、化工原料和生物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
因此，以海洋生物技术为手段开发和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加强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的有效保护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
　　2004年10月是烟台大学建校20周年，烟台大学海洋学院建制53周年的日子。
为了庆祝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时刻，烟台大学海洋学院于10月3日举办了建院53周年庆祝活动，国家海
洋局、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农业部黄渤海渔政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研究所、中国海洋
大学、山东省各地市水产局等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及来自各地的校友和我院师生员工共1000余人参加了
庆典；在此基础上，于10月18日又成功地举办了“中韩海洋生物技术研讨会”，来自国家科技部农村
技术开发中心、韩国木浦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的70余名专家与领导参加了
本次研讨会。
会议期间我们共收到了70余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本书收集整理了其中的46篇文章；特别感
谢赵法箴院士、王如才教授、欧阳藩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在百忙之中赐稿，是前辈们的鼓励与支持使我
们有勇气出版该书。
　　海洋是如此的宽广，蔚蓝的海洋事业又是那么的诱人，面对大海我们感到那么的渺小。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的海洋生物技术事业起到添砖加瓦之作用。
由于时间和编著者的水平所限，本书所涉及的面还十分的有限，有些内容也不免有疏漏和不恰当之处
，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
　　本书得到了烟台大学于维纮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王长海　　2005?3?26于烟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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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三部分，收集了海洋增养殖与育种技术、海洋生化工程和海洋资源与环境三方面的研究
文章46篇。
本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内在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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