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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各个高科技“爆棚”
的海洋技术与工程装备中间，
记者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展位
看到了一个较为严肃性的海洋
技术装备——— 海啸预警浮标。
该设备利用布设在海底的高精
度压力传感器监测海平面变
化，能自动识别海啸波或异常
波动并实时报告。工作人员解
释其工作原理时称，海啸预警
浮标由两部分组成，位于海底
的海啸检测仪能实现海底压力
数据采集、处理、海啸判断和报
告功能；而海面的锚系浮标的
主要功能是接收海底海啸检测
仪发送的数据，经过编辑处理
后通过卫星传送给地面。同样，
地面也可以通过卫星传送指令
给海面浮标，然后利用声通信
机实时转发给海啸检测仪。
当然，大海除了暗藏着海

啸的危机外，还有丰富的海洋
能可以利用。展会现场，就有对
海洋能发电装置综合测试评价

技术的展示。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技
术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
海洋能发电装置已进入产品定
型阶段，实海况测试评价是海
洋能发电装置从工程样机走向
产业化应用的关键环节。在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海洋可再生
能源专项资金等的支持下，国
家海洋技术中心研制了我国首
套波浪能与潮流能独立电力系
统综合测试工程样机，先后对
我国自主研发的潮流能发电装
置、波浪能发电装置“万山号”
开展了综合测试评价。
此外，为解决海岛能源紧

缺问题，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围
绕摆式波浪能独立电站的关键
技术进行研究，研制了总装机
110KW的发电装置，并已在青
岛大管岛开展了海试运行，形
成了波浪能利用成套技术、装
备，具有显著的示范推广作用。

先进装备

有了预警浮标，连海啸波都能识别

国际海洋技术与工程设备
展览会首次进驻青岛就选择了
青岛西海岸新区，并将举行以青
岛西海岸新区为主题的推介活
动，内容包括西海岸新区产业政
策及人才政策推介，新区重点涉
海企业推介，重点涉海企业与OI
蓝鲸俱乐部会员一对一洽谈及
西海岸新区资源考察等活
动……在这份“情有独钟”的背
后，新区的哪些魅力迸发出了如
此强大的吸引力？
在励展博览集团能源与海

洋事业部高级项目经理赵令佳
看来，这要从青岛市和西海岸新
区两个层面的魅力值说起。赵令
佳称，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支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头堡的
青岛，是我国海洋产业发展最重
要区域和海洋科技中心之一，这
里拥有大量海洋资源和海洋产
业落地的条件；而作为国家海陆
统筹发展试验区、国际高端海洋
产业集聚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
示范区、国际航运枢纽、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先导区的青岛西海
岸新区，既是第九个国家级新
区，也在承接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军民融合战略方面有着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
赵令佳的这一判断在西海

岸新区的发展蓝图中，都得到了
印证。近年来，青岛市政府制定
了坚持蓝色引领、陆海统筹、重
点突破，加快建设全国蓝色经济
领军城市的目标，青岛市在海洋
科技、海洋工程和海事造船等三
大涉海领域具有科研及生产优

势、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广阔的市
场发展空间。
记者了解到，如今，西海岸

新区六大传统支柱产业正在转
型升级中蜕变为“新动力”，拥有
前湾港、董家口港两个面向国际
主航道的深水大港。作为国家船
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三大造
船基地之一，新区海西湾船舶与
海洋工程产业基地，集聚了中船
重工711所、702所、725所、电
子41所等科研机构近200家，海
洋工程、海西重机、武船重工、海
西重工等海工企业一大批自主
设计和研发制造的产品走向国
际，新区船舶制造与海工装备产
业已跻身世界前沿。
“展会之前在上海举办，展
商期待见到更多不同地域的买
家；同时，将OI展会移师青岛将
为更多国内外涉海企业间的合
作的落地实施创造便利条件，
方便更多的青岛及周边地区业
者参会。”赵令佳说，此外，西海
岸新区还云集了众多海洋相关
高等学府，如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中国海洋大学黄岛校区
等，同时也是国家海陆统筹发
展试验区、国际高端海洋产业
集聚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示
范区和国际航运枢纽。虽然西
海岸新区的会展产业仍处于发
展起步阶段，但会展产业人对
会展事业充满热情，在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会展公司励展博览
集团项目引进的示范效应下，
相信西海岸新区的会展产业会
有更大的发展。

新区魅力

领军蓝色经济，迸发无限吸引力

▲ 上海交通大
学获得水下机器人
大赛一等奖的学生
团队现场展示“水下
精灵”机器人。

▲ 2017 青岛国
际海洋技术与工程设
备展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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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大
赛里获奖的学生团队
代表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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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西海岸新区
洋“黑科技”集中展示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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