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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南海合作义不容辞，‘南海深部计划’提供新平台”

2012年5月9日9时35分，南
海， 北纬19度51分31秒， 东经

115度56分36秒，荔湾6－1区域。
中国首座自主设计、 建造

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海洋石油981” 深水钻井平台
钻具启动，1米、2米、3米……36
寸导管喷射钻进南海深水海
域， 触及1500米水深地层，9时
38分，“‘海洋石油981’ 顺利开
钻。 ”

这是中国石油公司首次独
立进行深水油气勘探开发 ，也
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在南海自营
勘探开发深水油气资源的国
家。 作为中国由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由浅水迈向深水的重要里
程碑，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深水
勘探开发的序幕由此正式拉
开。 分析人士指出，深水钻井平
台在南海正式开钻， 表明中国
的深水作业能力领先于亚洲其
他国家。 拥有独立深水油气勘
探开发能力， 对有效开发南海
深水油气资源具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 也为与周边国家合作勘
探开发深水油气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

“南海的矿产资源、石油天
然气等都要求研究深海。 ”中科
院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
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告诉东方
早报，“深海科学技术发展是我
们现在正在推动的一件事 ，这
是自郑和下西洋600年来，中国
第一次把海洋放在优先位置 、
战略高度。 ”

长期从事海洋地质、 古海
洋学、 海洋微体古生物及古环
境研究的汪品先， 对中国海洋
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
贡献。 正是在他和许多科学家
的共同努力之下， 中国于1998
年正式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ODP)，1999年初， 他作为首席
科学家成功主持了中国海区的
首次深海科学钻探。 作为中国
深海研究先行者，汪品先对“海
洋石油981” 开钻也等待良久，
这篇访谈也在等待数月之后在

“海洋石油981”开钻之际刊发。
早报记者 张喆

东方早报：从目前世界各国勘探
的结果来看， 地球海底资源是怎样
一个情况？

汪品先：现在海底资源排在最前
面的是能源，石油、天然气是最实在
的，最典型的就是墨西哥湾，开采深
海油气虽然惹了那么多事， 但还是
划得来。 从前7美元一桶石油，现在
一百多美元，7美元时海洋石油开采
不划算，现在石油价格涨了，所以怎
么弄都值钱，而且技术也发展了，打
钻深度越来越深。 2010年墨西哥湾
深井石油平台事故说明， 海洋财富
是大的，风险也是大的。 海洋石油是
最耀眼的，也是最现实的海洋经济。

可燃冰非常有前景，但现在开采
还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它的开采要比
石油难度大的多。 井上很多事情不是
油惹出来的，是气造成的，油是液体管
得住，气是管不住的，所以天然气水合
物将来如何开发，还是一个很重大、不
容易的事，不易控制。 有人推测，将来
最早开采的， 还不是天然气水合物本
身，而是下面的气。天然气水合物像层
冰一样，将来是要打穿这一层，把底下
的气拿出来，还是用现在的传统技术。
中国现在对开发可燃冰很认真，2007
年在南海打出了可燃冰样本， 但离开
采的成熟程度还早。 可燃冰开采不当
可以造成灾难，5500万年以前，海底可
燃冰曾经大量释放出来， 可能由于海
水温度增高， 结果大气里二氧化碳增
多，海底很多生物死亡，这被称为更新
世末生物大灭绝， 所以将来开采可燃
冰，技术上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就是金属矿，比如多金
属结核， 西方在上世纪60年代很热，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多金
属结核，更多是从权益上考虑，现在
在太平洋中部有很大一片海域，我曾
和主管人员聊及此事， 他对我说，也
许我们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留了
一块地方， 中国在那里有优先权，也

许将来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去优先
开采。 就好比清朝的时候，我们签了
一个条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斯瓦
尔巴岛建黄河站，因为中国是当年的
签约国之一，挪威政府说只有当年签
署这个条约的国家才能在岛上建科
学站。 多金属结核也许也是这样，但
经济上的价值眼前是不明显的，有些
人说起码20年不要去谈这件事。

金属矿里另一个是钴结壳，这个
东西前苏联非常起劲，我们也做了一
些工作，“大洋一号” 就找过这个矿，
但开发前景也不好。锰结核是在海底
自由躺着、慢慢凝聚起来的，而钴结
壳长在石头上， 需要先把它们敲下
来。 这个矿本身是很不错的，但开采
技术上还是有难点。

比较现实的是金属硫化物，中国
和俄罗斯是第一批向负责公海采矿事
务的联合国机构国际海床管理局申请
开采金属硫化物的国家， 这个有可能
开采。它是大洋中脊冒出来的东西，在
这个地方，岩浆会升得最高，海水渗下
去几千米，跟它接触之后，海水就会变
热了，温度升高变轻，轻的水回上来的
时候就会把地壳、 岩浆里面的各种元
素带上来，基本上就是金属硫化物，出
来的地方温度会很高， 洋中脊的热液
喷口， 因为带着是金属硫化物的细颗
粒，因此喷出来的液体是黑色的，看起
来像烟一样往上冒， 冷却之后就凝结
起来，就像“黑烟囱”。这些“黑烟囱”不
会持续很长时间， 热液口过几年又会
拱到其他地方去， 烟囱倒下来了堆积
起来，采上来都是挺丰富的金属矿。中
国打算在靠近非洲南部的印度洋地区

开采，距离我们非常非常远，工作起来
也不是很方便，但是意义重大。总而言
之，这些年中国“大洋一号”几次全球
航行都在寻找， 找到一批包括太平洋
在内的新的大洋中脊热液喷口， 而金
属硫化物的开采有人已经试过， 所以
有可行性。

第四方面是生物资源，主要指微
生物资源。这是这些年来一个很大的
进展，几千米的海底下、地壳里还有
活的生物，海底的石头和泥沙里生活
着非常多的微生物，现在估算海底生
物大概占地球上活着的生物的十分
之三， 也就是说差不多三分之一，这
个是以前不堪设想的。这么一个生物
圈，我们叫它深部生物圈，完全是一
个新的发现，它有什么作用，现在谁
都不知道，但有一条是知道的，这种
在极端环境下的生物，有许多东西可
利用，比如说美国黄石公园高温细菌
里的酶， 被工业利用以后价值达到6
亿美元，所以海底下这些东西有什么
用，我们都说不清楚，但是都相信，深
海生物资源将来非常重要。

总结起来说，海洋资源大部分是
不清楚的、不知道的，因为很多刚刚
才发现，才认识到。 比如我前面提到
的热液作用，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
期才发现的， 所以现在谈利用还早。
海洋资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
要决定什么东西是主要的资源都很
难，都说不清楚，现在能说的，就是石
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一直被认为要
用完了，其实不是，好多深海的地方
才刚刚发现，比如北冰洋被认为占未
来石油天然气的四分之一，这就是俄
罗斯要和其他国家争北极的原因。

所有这些资源开发，没有不用高
科技的，中国要在世界上站住的话，就
得放眼海底。 中国总是要为将来考虑
的，所以现在只能投入，今后争这个资
源，政治、军队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科
技，没有这个本事，给了你也是白搭。

东方早报： 能否横向比较一下美、
俄、日、欧、加这些强国在深水领域的能
力，他们各自的强项是什么？ 在海底资
源开发上进展到哪一步？是否已经制定
了完备、可操作的深海开发计划？

汪品先：深海当然是美国最厉害，
各种高科技它都有，都是美国领的头。
大洋钻探船，1968年美国就用了；深海
下潜，1960年美国就潜到了马里亚纳
海沟；海底观测网，也是美国带头。 美
国曾有一个“海王星计划”，这个计划
在2000年前后非常辉煌，那时宣传是，
美国人将来可以在家里看海底火山爆
发的现场实况转播， 但是政府打仗没
钱了，没有实现。 计划定得极漂亮，美
国用了十几年时间制定， 位置选在加
拿大维多利亚省与美国华盛顿州之间
的外海， 这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块板
块，有俯冲带也有大洋中脊（这是一个
极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的深潜实验也
放在那里， 我们的载人深潜就是在那
边训练的），所以他们准备在海底铺设
3000公里的光电缆，把这一板块全部覆
盖。 当时分工是北边小部分由加拿大
负责完成， 南边一大部分由美国负责
完成，美国大概出资1亿美元，加拿大
约5000万美元。 后来美国钱不够，没有
弄起来，到了小布什时期没钱了，后来
奥巴马是用拉动经济的钱投入这个项
目，所以美国直到2009年7月才真正立
项， 而加拿大2009年12月都已经造好
了，所以现在就只有一个加拿大“海王
星计划”，美国“海王星计划”没有了。
总而言之， 美国的海底观察网计划缩
水比较厉害， 所以现在世界上最大的

资源：值钱而又不确定的海底
“所有 这 些 资 源 开

发，没有不用高科技的，
中国要在世界上站住的
话，就得放眼海底。 ”

技术：美国 是领头羊
“2007年，‘和平一号’

下到北冰洋底插上了俄
罗斯国旗，加拿大曾提抗
议，俄罗斯就说有本事你
们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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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中国首座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举行了首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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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中国为何要发展海洋
经济？

汪品先：什么是海洋经济？这个概
念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含糊的，
最含糊的一个概念是滨海旅游， 中国
海洋经济现在头一条就是滨海旅游，
这难道也是海洋经济？不是。因此海洋
经济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非
常清楚。 海洋经济概念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 从原来“渔盐之利， 舟济之
便”，到现在的现代化海洋渔业、海洋
化工和海洋运输业， 但海洋经济最大
的价值在海底， 占第一位的是海洋石
油。这样一来，海洋从原来的“海面”转
变为“从海底到海面”，从某种意义上
说，海底更值钱，这就是为什么南海争
端会吵成这个样子， 原来中国一些岛
屿，菲律宾根本就不理会的，20世纪70
年代之前，我们讲九段线，没有人跟我
们吵的，但现在不得了，因为发现岛屿
周围的海洋下面有许多矿。

中国现在意识到， 海洋不能疏
忽，中国现在每年石油需求量的二分
之一以上需要进口，其中很多都要走
马六甲海峡，如果海上看不住，中国
就别想过日子了。 随着世界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海底要比海面的经济价
值还要大，这才出现了国际上那么多
的纠纷，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了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你占了一
个小岛，就占了一大块海域。

东方早报：中国在开发深海资源
方面，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不重视到
重视的过程？

汪品先： 在我们的“文革”时期
美国就开始搞大洋钻探了，1977年发
现热液，当时在中国，毛主席刚去世，
还在“两个凡是”时期，所以很多方面
都错过了。当世界开始在深海采取重
要步骤时，中国都不在搞建设，所以
我们落后得非常厉害，我们研究深海
几十年，早期都是向国外讨点样品做
分析，直到这几年我们才真的干起来
了，你要说差距，差距大的不得了。

东方早报：中国应着重推进深海
研究的哪些方面？

汪品先：人类走向深海，自己去不
了，要让机器去，越深越好，但这个代
价都是很大的。 科学界现在提议建立
国家的深海科学大工程， 预算是一百
几十个亿， 没有这么大的投入是做不
出来的，海洋里便宜的东西是没有的。

深海科学大工程应当包括三样
技术，第一个是建造中国自己的大洋
钻探船，这是最花钱的，但它走得最
远，不光到了深海，还钻到地底下去。

第二个就是“蛟龙”号这种深潜设
备。真正人潜下去的机会是不多的，很
多都是机器人潜下去， 无人的深潜设
备，以前中文也有翻译成水下机器人，
但这样翻得不够准确， 实际上它跟我
们装人的深潜器类似，但里面没有人，
人在海面上操作， 那样成本上便宜多
了。现在还在发展水下滑翔机，就跟滑
翔机一样在水下滑行，基本不用能量，
当然还是需要点能量，因为水有阻力，
但消耗能量极少就能走非常远， 美国
现在就可以走几千公里了。

第三个就是海底观测网， 是我们
现在正在推的， 用光电缆把它连接到
陆地上，仪器设备留在海底。因为人下
去、机器下去都是有时间限制的，都是
需要回收的， 而网是不需要回收上来
的， 而且越困难的时候， 它的作用越

大， 台风来了， 你什么设备都要收回
来，它就蹲在海底帮人类观察。打个比
方人类现在可以预报天气了， 是因为
设了很多气象站， 而人类还预测不了
海洋，因为人会淹死的，在深水要被压
扁，所以人很多地方都进不去，现在你
要采海底矿产，人就要进去，进去不是
说捞一把就走， 而是需要派什么东西
在那里蹲点。我开玩笑打比方说，如果
海洋调查是干部视察， 那么观测网就
是干部蹲点， 蹲着才能看到真正的情
况。 从前人类是从海洋里面采集样本
回来分析，现在美国人的说法是，我们
要把实验室建到海底去， 现在很多分
析就可以在海底做。

这三样东西，近期都有点眉目了，
比如深潜器。这几样东西要做成功，都
不是光靠某个单位一家能做成。 2010
年上海市科委成立了“上海海洋科学
技术中心（筹）”，想在2012年年底前建
成，是把交大的海洋工程、同济的海洋
地质、华师大的河口海岸，这几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在沪单位联合起来。 我
说我们不搞虚的，要做成一件事，就是
在建的东海近海海底观测网。 中国第
一个小型海底实验观测站2009年就建
成了， 在小洋山岛不远处的小衢山岛
（属于嵊泗列岛） 附近，2009年我们把
一个1.1公里长的缆线放到海底，借着
东海分局的浮筒，利用太阳能，我这幢
楼下的实验室大屏幕上每隔十几秒钟
就可以收到海水压力、温度、流速、流
向等信息， 这是第一步做的。 然后在
2010年， 上海科委拿出4000万元来做
一个东海的近海观测网， 拥有20公里
长的缆线， 这个观测网将成为中国大
陆海底的第一个观测网， 这样我可以
在实验室连续地收到海底信息。 同时
在2011年4月， 我们还执行科技部863
计划的项目， 做了深海的海底观测装
置， 拿到加利福尼亚蒙特瑞湾的深水
海底去试验。 那个研究所有一个海底
试验网，水深900米，我们到那里实验，
一举成功， 在同济就可以收到加利福
尼亚深水的实况信息。 这个东西将来

收回来打算在南海用的， 因为东海没
那么深。

所以说， 中国已经开始在发展深
海科技， 海底观测网在建， 深潜器有
了，无人深潜器（机器人那种）也有了，
就是母船还没有造。 而大洋钻探船是
一个很大的题目，作为第一步，我们建
议让美国大洋钻探船2013年来南海进
行第二次大洋钻探， 之后中国还要在
国际大洋钻探里加大投入， 占更大的
份额、起更大的作用，因为自己造一条
钻探船，没有十年八年是造不起来的。

大洋钻探是花钱最多的一件事，
全世界也就只有一个计划， 美国人自
己都干不了。美国在1968年干起来，日
本在2003年造了一艘比美国还大的
船， 所以现在大洋钻探方面全世界有
了这两艘船。 中国1998年参与大洋钻
探，1999年争取到了去南海的大洋钻
探航次，两个月在南海，一下子对南海
的认识就深多了。 目前的大洋钻探一
年大约要2亿美元的总预算，中国现在
出100万美元，太少了。 1998年中国出
50万美元， 但那时总预算才4000万美
元， 很高兴的是我们1999年就实现了
南海的第一次大洋钻探。

东方早报：在您看来，中国的深
海战略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出改进？

汪品先：中国开始重视海洋的时
候， 也正是中国重视科学技术的时
候，这两个重合了，因此有许多经费
投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现
在需要好的思路和好的政策，而这方
面就需要国家层面的整合。我们有很
多部门涉及海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层面的协调机构，科学界在2005年曾
经建议是否能成立一个海洋委员会，
我估计早晚会有的，因为美国总统办
公室下就有一个海洋政策委员会。中
国长期在海洋领域分头弄，很多设备
不能共享，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都有海洋科考船的共用机制，美国有
很多船，专门有一个机构协调。 比如
有一艘船要到南海去，那么哪几家计
划要去南海科考的， 都上我这条船

来，一起去，而中国的船呢，都是自己
单位的，别的部门不好用。 这样的话
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要用的没船去
不了，还有一个是有船的单位船又留
在家里， 因为没有那么多航次要走，
这就造成了浪费。这个现象现在在一
点点扭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从
2009年开始设立一笔经费，全国的科
研机构都可以向基金会申请，它本身
没船， 它去跟某一家有船的机构约
好，它出一笔钱，就让所有想要出海
研究的机构安排在一个航次上，这是
一个好的开端，但并未形成国家层面
的制度。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
努力改进的。

这是一个小的方面， 从整个大
的海洋科学技术的布局来说，中国缺
乏协调。 我的看法是，这么大一个国
家， 绝不可能只有一个海洋中心；另
外一个是科学和技术要结合，不能这
个机构搞科学， 那个机构搞技术，这
就是现在中国的弊病。 比如上海，交
大是搞海洋技术， 同济是搞海洋科
学，如果我们两家合作，那么就厉害
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海洋科学
技术中心的道理。 既然中国深海研究
是新起步的，那么就坚决不要走老路
了，我们要有创新，比如全国层面要
做一些协调，协调不是说要把所有东
西都整合到某一家去， 而是有分工
的，调动各地的积极性。 现在沿海各
省都在争，各地都想做中国的海洋中
心，我认为这是好事情，但弄不好就
会形成一拥而上的局面，变得低水平
重复。 我希望将来中国几个海洋科学
技术中心能有所分工，有的主要做内
海，有的主要做大洋，这就需要国家
来协调。

再一个就是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
协作，欧美都是如此，有一个科学思路
之后，技术就发展了，然后各部门共同
协作，这就创新了。我们现在是科学人
做文章，技术人追验收，那样就没有意
思。海底观测网、深潜设备和大洋钻探
都要走国际协作。至于大洋钻探方面，
中国将来会有更多的投入， 在国际大
洋钻探计划中起更大的作用。

东方早报：目前正在推动的“南
海深部计划”进展如何？

汪品先：南海大计划2011年元旦
启动，这是中国海洋界到目前为止最
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 大概预算
1.5亿元打底。 其实早在2000年，广州
海洋界就开过会，讨论是否要在南海
搞个大计划，到了2007年，认为要在
南海深部做研究，因为南海的矿产资
源、 石油天然气等都要求研究深海，
另外科学上现在有许多新的思路，所
以我们决定以在南海中部深海4000
米水深区域的大洋壳为核心，就叫做
“南海深部计划”。这是一个8年计划，
2011年到2018年。我现在想在2013年
在南海做第二次大洋钻探，2012年
“蛟龙” 号到南海来做第一个科学航
次，这些事现在都在努力落实，我希
望很快把这个计划变成国际性的，中
国的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南
海。其实我们在南海的国际合作一直
很活跃，中国有着义不容辞的领头任
务。 科学家的国际合作极其重要，现
在“南海深部计划”提供了新的平台，
可以和周边国家的科学家一道来研
究南海的科学问题，这也是促进国际
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的好办法。

“中国领导南海合作义不容辞，‘南海深部计划’提供新平台”
出路：起步晚了所以坚决要创新

“我们有很多部门涉及海洋，但是没有一个国
家层面的协调机构，科学界在2005年曾经建议是否
能成立一个海洋委员会，我估计早晚会有的，因为
美国总统办公室下就有一个海洋政策委员会。 ”

“我现在想在2013年在南海做第二次大洋钻
探，2012年‘蛟龙’号到南海来做第一个科学航次，
这些事现在都在努力落实，我希望很快把这个计划
变成国际性的，中国的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
南海。 ”

技术：美国 是领头羊
观测网不是美国人的，而是加拿大人的，
他们有800公里长的海底缆线，但老实讲
科学思想和技术都是美国的， 加拿大其
他方面就乏善可陈了， 在大洋钻探方面
出资和中国差不多， 深潜方面没有载人
的深潜器。

俄罗斯现在很惨， 在这三样东西里
面只有一样，深潜非常厉害，它有“和平
一号”，“和平二号”， 普京就是乘着它下
到贝加尔湖里去的。 2007年，“和平一号”
下到北冰洋底插上了俄罗斯国旗， 加拿
大曾提抗议， 俄罗斯就说有本事你们也
来。 因为它的技术是很强的，打破了海冰
下到海底4000米，下去容易上来难，因为
海冰是在动的，你打一个洞下去，再回来
可能就已经封住了， 弄得不好要葬身海
底的。

日本大洋钻探船比美国的大三倍，
出的钱现在比美国还多， 日本现在每年
出1亿美元，美国才出6000多万美元。 但
现在日本有些骑虎难下， 运行不起这么
大的船。 日本之所以在大洋钻探方面那
么感兴趣， 是因为他们想要防范关东大
地震再次发生， 想要把地震观测仪器放
入东京南部外海7000米下的海底， 板块
俯冲下去的地带，这样板块一动，东京就
能提前知道， 预警地震提前十几秒就可
能有用。 但这件事情现在还没做成，因为
钻探遇到很多困难， 而2011年东日本大
地震震在另外一个板块， 日本此前并未
重视。 日本在海底观测网方面只有一方
面强，那就是地震观测，海底观测网并不
是只观测地震的，观测方方面面，但日本
就在这一单方面强。 日本深潜也不错，潜
到过6500米深处。

但日本没有美国技术全，美国整体领
先，比如说在海底滑翔机方面，美国最领
先。 排下来可能是日本，然后欧洲几个国
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很先进的，但几个
国家就捏不到一起，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政
府，所以很多好的主意没有人出钱，欧洲
水平很高，但缺乏力量，欧洲深海网计划
定的非常漂亮，但现在也没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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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海洋石油981”平台内的健身房里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