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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大 学 海 洋 学 院 

教 学 工 作 会 议 纪 要 

 
“摘岛实践基地”建设工作小组              2021 年 4 月 13 日 

 

时  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9:00-10:30 

地  点：浙江大学舟山校区行政楼 126 会议室 

出  席：马忠俊、赵西增、黄豪彩、吴颖骏、邸雅楠、江宗

培、张继才、宋丹、朱蓉、王玉红、宋丹、严玲、胡小倩、

郝帅、钟晓航 

记录人： 周莉斯     

    会议主要讨论了摘岛实践基地网站建设、实习配套设施

等内容，根据各位老师意见，提出修改意见如下： 

一、 网站建设： 

1. 分为八个模块，增加海洋工程模块（赵西增老师

负责） 

2. 模块内容双语化 

3. 通知公告、作业通道内容发布版本（可参考往年

的作业版本） 

4. 网站模块介绍、友情链接（各个模块负责老师） 

5. 建议取消栏目内容中的照片和账号登陆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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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位老师建议账号登陆通过学在浙大实现 

 

二、 模块内容细化： 

1. 走进摘岛：摘岛参观部分，添加路线图。在摘箬山岛

整体地图上标注参观路线以及各参观点位置，参观点

增加“舟山市海洋工程材料环境试验中心”，和“浙

江大学材料腐蚀野外观测研究站”；按照参观路线尝

试分成海岛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模块和海洋工程体

验模块；模块一之海洋试验站参观，增加ROV体验、

拖曳水池造波造流演示等环节内容；提供关于试验站、

基地介绍具体内容，后期可做成三折页宣传小册子

（陈家旺老师负责）。 

2. 近海水文调查（公共模块）：近海水文调查模块，在

安全和政策允许条件下，可以航行穿过朱家尖海峡大

桥，增加普陀山风景名胜区附近站点，以便实践学生

领略普陀山自然人文风光。需重新规划航行线路图，

增加船上实践相关的安全教育内容，以便和其他模块

安全教育整合（王玉红老师负责）。 

3. 海洋技术模块：海洋技术模块，将内容分为2天，分

为以下几个内容：海洋观测技术，观测网络、观测系

统及构建；实习用ROV（无人遥控机器人）、AUH（水

下直升机）介绍；组建比赛小组；通过ROV 竞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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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AUH寻宝比赛规划；软件主要功能模块介绍等（黄

豪彩老师负责） 

4. 海洋生物模块：通过在摘箬山岛两个不同码头的定点

浮游生物采样采样过程，对摘箬山岛附近海域的浮游

生物状况进行野外调查，使学生掌握近海浮游生物采

集的基本方法和样品的初步分离鉴定流程。将实习内

容分为3天，通过对浮游生物采集、用于海洋微生物

培养的水样、沉积物及生物样采集等，样品保存、分

离、鉴定、微生物培养，摘箬山岛潮间带生物与沉积

物采集、样品初步保存、分离、鉴定，微生物实验结

果观察、分析，最后浮游生物、潮间带生物调查结果

统计微生物结果观察与分析。（邸雅楠老师负责） 

5. 海洋化学模块：将实践内容缩短为2 - 2.5天（第1、2

天内容合并），建议现场采样和测试半天、样品室内

分析及总结半天、可视化软件和其他讲座半天，以及

其它内容（可选择自由交流、课程评价、团建等）。

其中需要在近海水文调查模块进行样品和数据采集

的环节请结合模块二的内容描述。另外，“水体中悬

浮物含量的测定”与物理海洋模块“水体悬浮泥沙浓

度的室内测量与分析”这部分重复，需要整合，名称

统一为“悬浮物”（江宗培老师负责）。 

6. 物理海洋模块：将实践内容缩短为2 - 2.5天，原来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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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容合并成半天完成。为增加感官体验，在海浪、

潮汐观测部分将波潮仪与标尺合并使用，相应内容稍

作调整（张继才老师负责）；波潮仪放置的地点选择

和滩涂打桩由陈家旺老师负责。 

7. 海洋地质模块： 细化实践内容的时间安排，按照不

同时间路线优化“摘箬山岛地质简图”。舟山本岛（2

天方案）添加路线图和位点图（朱蓉老师）； 

8. 海洋工程模块：（赵西增老师负责） 

三、 对外报价（校内和校外学生）：（各个模块老师负

责） 

四、 仪器设备采购，汇总之后统一采购（邸雅楠、郝

帅、周莉斯） 

五、 大厅的方案、标志牌、设计路线的制作 

六、 共享平台：地科系、浙江海洋大学对接（朱蓉老

师、赵西增老师） 

七、 成本预算： 
 船费 住宿费 餐饮费 实验消耗 
校内 8000/次 180/人 35-40/餐  
校外 16000/次 200/人 35-40/餐  

 

八、 时间节点：请各位负责老师在4月20日前反馈文稿

内容，交由？老师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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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岛实践基地”建设工作小组             2021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