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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　从“绿色”迈向“深蓝”
———对话国际大洋钻探首位中国首席科学家汪品先

新民晚报记者　程绩
（２０１４－０７－２５）

　　汪品先１９３６年１１月 生，我 国 著 名 的 海 洋 地 质 学

家，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先后在华东师范 大 学 和

同济大学任教，历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 长、
海洋地质 系 主 任、海 洋 地 质 教 育 部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目前是国家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规 划 项 目“地 球 圈 层 相

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的首席科学家、国家

重点学科“海洋地质学”和上海市重点 学 科“海 洋 地 质”
的学科带头人。

“海就是洋，洋就是海吗？”
“地球上是山高，还是水深？”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海冰却是淡的？”
翻开２０１３新版《十万个为什么》，海 洋 篇 的 主 编 是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
堂堂大院士为 小 朋 友 编 书，汪 品 先 说，“要 建 设 海

洋强国，海洋教育和全民的海洋意识很重要。”
１９３６年出生，研究了一辈子深海大洋的汪品先，在晚年迎来了最佳的工作环境，“中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６００

年以来的最好时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 展 海 洋 经 济，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坚 决 维 护 国 家 海 洋

权益，建设海洋强国。”２０１３年全国两会，国家海洋局重组方案获得通过。
“这让我很兴奋，不想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如何建设海洋强国？在汪品先看来，核心就是从“绿色”（浅海）迈向“深蓝”（深海）。
当前好时机“百年一遇”。
记者：回顾过去，你认为我国的海洋开发最突出的成绩有哪些？

汪：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从“绿色海洋”到“蓝色海洋”；第二是从过去不重视海洋到重视海洋。十多年前，我找领

导谈海洋工作，回应一般是“你的主张很好，但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这不是我们的国策”。现在不同了，建设海洋强国目

标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说明海洋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此外，老百姓对于海洋问题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提升，互联网上网友关于海洋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全民都重视海洋问题

了，你看现在中国各个大学成立了多少个海洋学院。所以我说，中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年以来的最好时机。

记者：对海洋从不重视到重视，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汪：２００５年，我曾用两个“急切需要”来呼吁：我 国 急 切 需 要 确 定 海 洋 国 策，急 切 需 要 在 国 家 一 级 统 筹 海 洋 政 策 和 海 洋 发

展。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这句话，算 是 对 此 最 好 的 回 答。我 觉 得 主 要 的 原 因，除 了 政 府 层 面 的 重 视 之 外，最 重

要的就是经济因素，一是石油的开采，另外一个是石油的运输（我国的石油进口８５％是从 印 度 洋 经 过 马 六 甲 海 峡 运 输 到 中 国

在太平洋的沿海港口。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实际上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而未来２０年，我国对能源的需求更

大，所以必须要重视海洋问题。

记者：深海里到底有哪些宝贝？你预计未来的海洋开发会如何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汪：深海海底有油气资源，这已经深入人心（在很多国家，海洋油气产值已占海洋经济总量的５０％，而我国尚不到１０％）。
此外，海底还有可燃冰、热液硫化物矿床和深海的生物资源等。

我们都知道稀土矿很珍贵，现在日本 宣 称 在 海 底 找 到 的 是 在 陆 地 上 的 一 千 倍，已 经 着 手 开 采。韩 国 人 从 海 水 里 提 炼 锂
（可充电电池最重要的金属），这些都已经和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

其实，更有意思的是海底的生物资源，这主要不是指的鱼虾，而是微生物。深海里面没有氧气也见不到阳光，我们靠光合

作用，深海里的微生物存活是靠硫细菌。这就形成 了 地 球 上 的 两 个 生 物 圈，一 个 是 靠 太 阳 能，一 个 是 靠 地 热 能。海 底 的 生 物

圈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被发现，所以目前的研 究 只 能 说 是 刚 刚 起 步。深 海 里 的 微 生 物 的 寿 命 极 长、新 陈 代 谢 极 慢，繁 殖

都是以千年计算的，有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年龄，这些微生物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

年近八旬怀三件“心事”
记者：在７９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还有哪些目标？

汪：我现在的计划有三件心事，就是“南海大计划”、“海 底 观 测 网”和“深 海 钻 探 船”。可 以 说 是 一 片 海、一 张 网 和 一 条 船。

是我在干不动之前想完成的三件事。 （下转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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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介绍一下“南海大计划”吗？

汪：“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是在２０１０年７月正式立项，２０１１年建立，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也是我

国海洋领域第一个大型基础研究计划。计划用８年的时间，每年投入３　０００万到４　０００万元，研究南海形成的根本问题。通过这

个项目，我最想让世界知道，对于南海的基本认识是由中国人完成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两年在国际上形成了共识，“南海是由

中国人为主在主持研究。”如果世界对于南海的认知多数由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带头完成，这无疑是南海科学主权的象征。

记者：为了更好地认识南海，这些年你和你的同事做了哪些努力？

汪：１９９９年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在南海组织中国海区首次国际大洋深海 科 学 钻 探。我 们 在 南 海 的 南 沙 和 东 沙 深 水 区６个

站位钻井１７口，取得高质量的连续岩心５　５００米，还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了３　２００万年前的深海纪录。
２０１４年１月底到３月底，我国刚刚完成第二次大洋钻探，我１９９９年那次研究的是南海３　０００万年的气候变化，今年这次

钻探研究的两三千万年前南海怎么形成的。我那次钻探深度２　０００多米，这次深度达到４　０００米，难度更大。

记者：由你领头建议的海底观测网已经正式列入“十二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这个观测网能做什么？

汪：海底观测网简而言之，就是把“气象站”放在海底，把“实验室”放在海底。过去人们开发和利用海洋都在海面和海边，
现在发展到海底去了，在海底“蹲点”研究，这是人类研究海洋的一个大转折。

目前我们在大小洋山附近１５米深的东海海底，一座小型实验室不分昼夜地对身边的“所见所闻”进行着“实况转播”，“观

众”则坐在几十公里外的同济大学实验室里细看“海景”。
按照我的设想，这样的海底观测网，未来在南海和东海都要做，我们在上海建中心收集这些来自海底的数据进行研究。

记者：我国目前有没有能力建造自己的深海科学钻探船？

汪：大洋钻探船是深海研究里的“航空母舰”。现在世界上只有两艘，一条是美国的船，１９７８年建造，至今翻新过两次。日

本那艘造价６亿美元，上世纪９０年代立项，２００１年下水，２００７年投入运作。日本的船体积是美国的５倍，运行费用也是５倍。
尽管更为先进，能在更深的海底打钻，但是笨重，效率比较低。

我的设想是要走第三条路，简单说就是“美国船的大小，日本船的功能”，现在北欧在这方面的最新技术，让这个设想有了

实现的可能。
如果中央能够在“十三五”立项，至少需要１０年才能造成。也就是说，最早要等到２０２４年。这条船必须国际共同合作 建

造，因为有些技术我们没有，建成之后未来也应当为国际共同服务，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平台，这能够大大改善我国在海洋

上的国际形象，“你和别人合作和自己单干，国际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实现，中国就一大步走到国际深海研究最前沿

的“司令部”。

科研合作担当“缓和剂”
记者：“南海问题”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对于南海，我们目前的了解有多少？

汪：不仅是南海，放眼世界，人类对于海洋 的 认 识 也 才 刚 刚 起 步。上 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后，海 底 钻 探 能 够 打 到１　０００米 以 上

了。在这之前，人类不知道海底到底有什么，知道了你也开发不了。
目前我们连南海的年龄都还不清楚。现在南海的年龄只是根据３０年前美国的船测资 料，认 为 南 海 形 成 于 距 今３　２００万

到１　６００万年前。１９９９年南海大洋钻探取得了３　３００万年来的沉积记录，但是地层记录中最重大构造事件发生在２　５００万年

前后———这是南海“发育”的重要时期，也与矿藏的形成密切相关。搞清楚了这些，中国才能在南海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占据

有利位置。

记者：我国应该如何维护海洋权益？科学家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汪：我觉得科学家在海洋争端上，应该起缓和作 用。南 海 作 为 政 治 上 一 个 敏 感 地 带，并 不 妨 碍 全 球 科 学 家 在 此 进 行 科 研

合作。我认为国际科研合作计划是国际政治争端的“缓 和 剂”。一 方 面，我 们 在 南 海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问 题 上 要 全 力 维 护 自 己 的

权益，但是在科学研究上，是可以主张合作的。事实上，我们和南海周边包括越南的专家关系都很好。
三个星期前，我主持成立了”南海大计划“的国际工作组，我把南海周边国家的科学家都请来，美国、德国等国的科学家也

请来。不过明确一点，是由中国主持来做的国际合 作。准 备 用 三 年 的 时 间，做 深 海 与 周 边 岛 屿 的 地 质 对 比，每 年 与 周 边 一 个

国家合作，第一个点已经确定，明年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由马来西亚的一个教授来做这个工作。

全民海洋意识待“激活”
记者：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从科学家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汪：我一直认为华夏文化是一个大陆文明，对于 海 洋 的 认 识 一 直 是 有 缺 失 的，直 到 鸦 片 战 争 之 后 才 觉 醒 过 来。明 治 维 新

之后的日本，打败了想走洋务运动路线的清朝。清朝只是想通过洋务运动来提升军事实力，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明确打出了海

洋文明的旗号。日本过去一直学中国，明治维新则开始学习欧洲。

记者：除了前沿的科学研究，你认为我国需要怎样的基础海洋教育？

汪：作为海洋大国的国民，中国人必须“激活”海洋意识。
应该说，我们的海洋意识比较淡薄，过去几十年 里，从 政 府 到 民 众 曾 长 期 缺 乏 对 海 上 权 益 的 敏 感，从 研 究 计 划 到 教 科 书，

都存在着偏重陆地、忽视海洋的传统。
中国人海洋意识的淡薄，有着一定的历史根源，特别是我国从明朝起就实行海禁。
增强海洋意识，弘扬海洋文化，应当从教科书和文化艺术做起，要引起全社会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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