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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针对持续威胁我国沿海公共健康、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赤潮灾害，项

目团队历经多个重大项目的合作研究，在典型致灾赤潮发生与演替机制、赤潮灾

种快速检测技术与应用、赤潮藻毒素标准与检测、赤潮治理技术及推广应用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成果。系统阐释了我国赤潮物种特征和典型致灾赤潮

发生机制；发展了赤潮生物快速检测方法，研制出高效灵敏的快检技术产品，实

现商品化应用；打破国际垄断，研发出高纯度赤潮藻毒素标准物质和检测试剂盒、

试纸条，保障了我国近海生态和海洋食品安全；研发出赤潮治理新型功能材料，

创建了规范化的现场作业技术规程，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为全球赤潮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 

项目成果集“理论-技术-应用”于一体，在我国赤潮监测与防控领域广泛应

用，显著提升了我国赤潮防灾减灾能力，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提名等级：一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于海洋环境保护技术。 

赤潮是一种全球性的近海生态灾害，严重威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人类健康

和海洋生态安全。我国每年因此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几百亿元，人员中毒

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基金等项目支持下，该项目深入揭示了我国近海

典型赤潮发生与演替机制，创新发展了我国赤潮科学理论体系；研发出赤潮致灾

物种快速检测技术，推动了其商品化和业务化应用；突破了藻毒素标准制备的

“卡脖子”技术，实现了藻毒素快检产品的国产化；发展完善了赤潮治理技术体

系，为全球赤潮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使我国赤潮研究从弱到强、从零散到系

统、从基础到应用，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开创性成果，产生了显

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该成果已获多项相关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该项目的技术方法创新性明显，应用广泛，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我

国海洋环保领域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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