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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冰这种新型能源，对公众还保持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作为一种特别值得期待的新

型能源，它的特点和优势在哪里?它在我国的开发利用现状如何?它的“双刃剑”特色究竟指

的是什么?开发可燃冰背后所牵系的国家海洋政策和公民海权意识，又蕴涵哪些深意?带着这

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先生。 

   《人物》：2009 年，青海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可燃冰。据说发现的陆上可燃冰储量，如

能合理开发，可以维持中国能源消耗近 90 年。对于能源消耗巨大且面临能源枯竭的中国来

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消息，它引起了公众对可燃冰这一新型能源的关注。不过许多人

对可燃冰似乎了解得并不多，在这里先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可燃冰这种能源吧。 

   汪品先：可燃冰的名字有点怪，冰怎么会燃烧呢?其实，燃烧的不是冰，是锁在冰的晶

格里的天然气，所以学名叫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是一种高度压缩的固态天然气，主要成分

是甲烷，只有在低温和高压下面才能形成，所以在千米上下的深海底里分布最广。它的形成

与海底一般天然气的道理相仿，埋在海底地层里的有机质在缺氧环境中，由细菌分解而成；

不过也有来自地球深部的天然气。 

   天然气水合物在海底的泥里是像冰一样的东西，拿上来在常温常压下甲烷就会释出，

所以是可以燃烧的“冰”。即便还是在海底下，只要一旦海水的温度、压力发生变化，天然

气水合物也会立刻分解，变成水和甲烷，1 个体积的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释放出 160 个体积的

甲烷来，这就是能源。 

   可燃冰在陆地和海洋中都有分布，陆地主要在冻土带，你刚才讲的青海就是陆上可燃

冰。深水的湖底也有可燃冰，比如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去年普金就曾乘坐深潜器下到 1400

米的湖底参加勘探。但是最大的储量还是在深海海底。科学家估计，海底可燃冰分布的范围

约 4000 万平方公里，占海洋总面积的 10％，其储量够人类使用 1000 年。全球可燃冰总量

很难确切估算，有人认为，把人类已经用掉的和还没有开发的石油、煤、天然气加在一起，

还赶不上可燃冰中有机碳总含量的一半。 

   《人物》：那么，可燃冰这种新型能源目前在我国的研究、开发以及利用的现状如何?  

  汪品先：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关注可燃冰。1999 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

查局设立“西沙海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前期调查项目”，同年 lO 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奋

斗五号”在西沙海槽开展高分辨率多道地震调查，开始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海上调查。2002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国家专项。2007 年月 1 日，我国地质调查

局在南海北部 1200 多米的深海底进行钻探，在三个站位海底以下 200 米左右采到了天然气

水合物实物样品。这次发现的可燃冰饱和度高、厚度大，最厚达 25 米，而且具有成片分布、

甲烷含量高、呈均匀分散状分布等特点，展示出相当好的开发前景。 

   当前，可燃冰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诸多理论和技术难题有待解决，我国海底可燃冰

的勘探也只处在初级阶段。去年，我国花 4 亿多元建成了“海洋 6 号”调查船，具有世界一

流的技术装备，专门用于可燃冰调查研究，相信今后会取得更快的进展。 

   《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可燃冰作为一种新型能源，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汪品先：可以这么理解。在各种矿物燃料中，天然气对环境的影响最小，而可燃冰的天

然气又特别纯，比如南海发现的可燃冰甲烷含量超过 99.4％，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天然能源。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积极投入可燃冰的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开始关注。1960 年，在

西伯利亚最先发现可燃冰，美、日、德等国先后跟进。美国于 1969 年开始实施可燃冰调查，

1998 年把可燃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能源列入国家级长远计划。日本开始关注可燃冰是在



1992 年，现在已经准备在 2012 年开始开采试验。 

   时不我待，我国必须加强对可燃冰能源领域的资源投入。相信我国的可燃冰项目将作

为专题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使得地质勘查、开发应用等各方面的工作加快推进。  

  《人物》：目前，影响可燃冰开发利用的因素有哪些?您曾经提出过“可燃冰开采不当可

致灾难性后果”的观点，能否请您解释一下?  

  汪品先：可燃冰在开采利用上存在复杂的技术难题，各国都在抓紧研究解决。估计还需

要 10～30 年的时间才能进入商业开采的阶段。有一种意见，主张首先开采可燃冰层下面的

自由天然气；而欧盟国家提出“二氧化碳置换法”， 

   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置换可燃冰里的甲烷，同时进行天然气开采和二氧化碳封存，一

举两得。  

  但是，可燃冰开采不当会有负面效应。可燃冰确实在地质历史上“闯过大祸”。5500 万

年前，也就是恐龙灭绝后大约 1000 万年，海水的升温一度诱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大量释出，

在短短几千年间大约有 2 万亿吨碳(相当于目前全球煤炭储量的 1/5)以甲烷形式放出，温室

效应大爆发。结果，全球骤然升温 5℃～9℃，大洋酸度突然增高，海底缺氧，导致大量海

洋底栖生物的灭绝和迁移。 

   所以说，可燃冰在低温高压环境下是稳定的，温度和压力的变化会导致大量气体的释

放，如果开采不当，会引起滑坡等海底重大灾害。7000 多年前，挪威岸外发生 300 公里长

的海底大滑坡，就是可燃冰释出同时发生。近来的深海考察发现，可燃冰的释放可以从海底

喷出 1400 米高。有人猜想，百慕大“黑三角”灾难的谜底可能就是可燃冰释放…… 

   总之，人类对于深海了解太少，因此对开发利用深海资源的安全，应当更为重视。今

年墨西哥湾海底漏油事件，给我们上的是一堂不能忘怀的课。  

  《人物》：以前您在全国政协的时候，曾经多次提案要求加速海洋开发，建议尽快建设

我国海底观测系统。近几年来，您又一直在呼吁调整国家的海洋政策，激活中国人的海洋意

识，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想法吗? 

   汪品先：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当前正在加强对海洋的重视和投入。中国的海洋事业，

经历着郑和下西洋六百年来最好的时机。油气开发深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可燃冰

只是新发现的深海资源中的一种。深海资源的开发，也正在引发国际新一轮的海上竞争。与

陆地不同，海底的勘探和开发完全依靠高科技。因此 21 世纪的海洋之争，实际上就是科技

之争。当年依靠炮舰争夺海面，现在依靠高科技争夺海底。美、欧、日积极建设海底观测网，

将观测仪器放到海底，再用光纤把所有的观测点连起来，是改变人类与海洋关系的重大举措。

从学术上讲，是“将实验室放到海里”，可以从办公室观测海底；但是从维护权益来讲，也

是监测敌方海面上下行动的高新技术。这种海底观测网，进一步走就将全球化。我国必须尽

早动手，避免被动。我国走向深海大洋，海底观测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海洋的问题，还不仅在于科技。我始终认为，华夏文明作为农耕文化，海洋成分比较

薄弱，直到今天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依然不强。即便是小说，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没有海

洋知识是写不出来的；而你看《八仙过海》里一把火把龙王殿给烧了，这是海底吗?中国神

话里面的海洋都是没有水的，用陆地思维代替了对海洋的想象。几百年来的近代史，就是一

部海洋文明逐步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历史，不仅我国遭受列强的侵略来自海上，连我们在科技

上的落后，也折射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在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今天，绝不能让海

洋意识的缺乏成为振兴华夏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