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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 中国版
!

老人与海
"

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有一位老人
!

独自在远离海岸的湾流中整整坚持了三天
!

终于

捕回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大鱼
"

如果
#

老人与海
$

的故事有中国版
!

那么同济大学海洋学

院教授
%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
!

一定就是那位老人
!

而中国的南海
!

就是他想捕捉
&

大鱼
'

的地方
(

他心中的
&

大鱼
'!

是与中国未来发展命运休戚相关的深海奥秘
%

海底资源
!

是关系

到整个地球过去与未来的自然规律
)

为此
!

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

!""#

年
!

汪品先带领团队争取到了
&

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
'

!$%

航次
!

他出任该航次的首席科学家
!

在南海海底取回了第一批深海岩芯
"

去年
!

月
!

国家自然基金委立项的
&

南海深海过程演变
'

重大研究计划启动
!

他担任指导专家

组组长
"

中国的文明植根于大陆
!

我们习惯性地忽视海洋
!

这令汪品先着急
"

因为这条
&

大鱼
'

只

靠他一个
&

渔夫
'

是钓不上来的
!

必须有涉及各个学科的更多科研技术人员一起来完成
" &

我

们要有自己的深潜器
!

要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
!

还要建立自己的海底观测网
**'

近十几年
!

国家对海洋越来越重视
!

而且支持重心逐步从
&

舟楫之便
!

渔盐之利
'

拓展到海底
!

转向深海钻探
+

海底观测等海洋科学的前沿
"

汪品先说
!

我国海洋科学的

春天来到了
,

今年
!

他又在积极争取
&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

新一轮的航次
)

他说
!

如今的海洋之争已日趋白热化
!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

是为了在十年后
!

中

国的深海科学有希望走到世界前列
)

海平面
"...

米以下有太多未知
汪品先办公室的墙上

!

悬挂着一
幅全球地图

!

深蓝色所代表的水深超
过

"###

米的深海
!

占据了
%#)

的视
野

"

可是
!

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
!

还不如对月球
#

火星表面来得多
"

那里曾被认为是一个黑暗
#

寒冷
#

高压
#

了无生机的世界
"

人类直到二
战之后的半个世纪

!

才慢慢对这个
巨大而神奇的世界有所了解

$

先是
发现地球上最大的山脉在海底

!

这
才弄明白地球表面的板块构造

%%%

生成板块的海底山脉上会喷出热液
!

板块消失在海沟底下会发生地震
"

后来
!

人类又在深海和海底发现了
与地球上依靠氧气和光合作用的生
物圈完全不同的

&

暗能量生物圈
' !

这个海底下的生命世界竟占了地球
总生物量的

!*+

"

汪品先说
!

海平面
",,,

米以下的
精彩

!

真是说不尽
!

道不完
"

热液是从海底火山活动频繁的大
洋中脊山顶喷涌而出的高温液体

!

通
常温度高达两三百摄氏度

"

这种液体
中含有大量丰富的化学物质

!

可以为
其他生物提供养料

"

在黑暗
#

寒冷如
荒漠的海底

!

它就像一个个绿洲
!

形
成蔚为壮观的热液生物群

"

丁抗教授是汪品先的同事
!

他是
潜入千米以下深海的第一个中国人

!

他曾这样描述热液生物群
%%%

海底世
界不仅宁静

!

而且很干净
!

看不到水
草

!

绝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到鱼和任何
生物

!

偶尔会看到海绵
!

而当你看到有
生命迹象

!

如螃蟹等的时候
!

就离热液
很近了

!

看到热液时就是另一个世界
了

!

非常壮观
(

&

在热液口
!

经常可以看到长长
的管状蠕虫

!

它们一无口腔
!

二无肛
门

!

就靠一肚子硫细菌共生
!

提供营
养

"'

汪品先翻出几张图
!

那是国外深
潜器拍摄到的热液生物群的实物照片

"

他说
!

在海底之下的岩层中
!

还有数
量更为庞大的原核生物

!

它们早已埋
在地下

!

有的已享有数百万年以上的
高寿

!

是地球上真正的
&

寿星
'"

它们
为了适应

&

水深火热
'

的环境
!

在暗
无天日的岩石狭缝中长期

&

休眠
'!

只
有岩浆活动带来热量与挥发物

!

它们
才会突然活跃起来重返

&

青春
'!

甚至
从热液口喷出

!

造成海底微生物的
&

雪花
'

奇观
"

这些热液区就是地球深部的
&

窗
口

'"

海水下渗到海底以下两三千米和

岩浆相互作用
!

将金属元素带上来
!

形成富含硫化物的黑色热液从海底喷
发出来

!

这些热液渗入周围岩层或裂
隙中冷却后

!

其矿物金属化合物释出
并沉积

!

便逐步形成金属硫化物的矿
脉

"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
!

科学
家就在海底发现了锰结核

!

后来又发
现了钴结壳

!

再后来是大洋中脊热液
口的金属硫化物

"

每一个发现都引起
一阵热潮

"'

汪品先说
!

现在最引人注
目的是新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

&

可燃
冰

'"

据估计
&

可燃冰
'

中碳的储量超
过目前全部矿物燃料的总和

!

有希望
成为未来能源的主体

"

同时
!

在天然
气水合物释放区的周围

!

又形成了依
靠甲烷细菌释放能量而生存的

&

冷泉
生物群

'"

最近
!

日本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了
稀土资源

!

其可采储量超过陆地
$,,,

倍
"

汪品先说
!

海底之诱人
!

就在于
人类对它还有太多未知

"

要发现更多深藏在海底的
&

未
知

'!

就必须从根本上去了解它
%%%

海
底在整个地球各种圈层中所处的位置

#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

现在的海底究竟
是怎样形成的

"

已有很多发现
!

打破了人们的惯
常想法

"

比如
!

海底是
&

漏
'

的
"

以
前

!

我们总认为江河湖水流到大海便
是终点

!

但汪品先告诉记者
!

在俯冲
带

!

大洋板块带着水下沉到地幔深处
"

实验表明
!

玄武岩和安山岩的大洋壳
可以含

$)-")

的水
!

深入到俯冲带
"##

公里以下
"

地质历史上带入地幔
的水

!

可能相当于现在大洋海水总量
的四分之一

"

&

纵观地球史
!

最早形成地球
的物质中有

")

的重量是水
!

而今天
表 层 系 统 中 的 水 只 占 地 球 重 量 的
#.#"+

!

除去逸失者外
!

其余应当留
在地球的深部

"'

他说
! &

这一发现
改变了人们以前对水循环的认识

!

除了地表水循环
!

大洋底部也在进
行着水循环

"'

后来
!

对东太平洋胡
安
)

德富卡中脊的钻井观测发现
!

海
底 之 下 还 有 地 下 水

!

宛 如 地 下 的
&

海洋
'!

从洋中脊到俯冲带
!

每年至
少流动

!#

米
"

&

海底地下水经常会溢出
!

在岸
边可能是淡水

!

大洋底的可能是咸
水

"'

他介绍
!

有人研究后提出
!

大西
洋的海底地下水输入量与河流的输入

量相当
"

根据推算
!

全大洋海水每隔
/##

万到
00,,

万年都会到海底热液系
统中循环一周

!

如果把洋中脊两翼的
扩散对流也算上

!

循环周期则减为
0,,

万年
"

地球内部产生的热通量
!

"/+-!,+

由大洋热液系统向外输送
!

&

这些都是影响海水成分
#

地球环境的
大事

"'

除了水循环
!

大洋海底在全球碳
循环中扮演的角色同样举足轻重

%%%

碳在土壤中停留的时间以百千年计
!

那它在海洋中停留的时间则以万年
#

十万年为尺度
"

多年前汪品先就提出
!

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必须将表层系统
与地球深部结合起来

" &

由表及里
'

是认识的规律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地球表层看到的现象
!

根子在深部
*

缺了深部
!

地球系统就无法理解
!

越
是大范围

#

长尺度
!

越是如此
"

这也
是他为何要极力推动

&

南海大计划
'

的原因
"

!

南海大计划
" #

有利于
处理诸多纠纷

",00

年
0

月
!

国家自然基金委启
动

&

南海深海过程演变
'

重大研究计
划

!

支持经费
0./

亿元
!

由汪品先牵
头主持

"

",00

年
0

月英国
+

自然
,

杂
志刊发了对汪品先的专访

!

今年
0

月
美国

+

科学
,

杂志也就
&

南海大计划
'

采访了汪品先
"

深入研究南海
!

汪品先向往了很
多年

"

他一直强调要从根本上去认识
海洋

!

而弄清楚海洋的生命史
!

是认
识海洋的一个关键

"

01!%

年出生于上海的汪品先
!

年
轻时代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地质

"

上世
纪

2,

年代
!

出于寻找化石能源的需
求

!

国家要求他从事海洋微生物化石
方面的研究

"

当时
!

他和同事们从招
收工农兵大学生开始

!

依靠简陋的设
备

!

建立起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
"

尽管条件艰苦
!

但他们在
$13,

年就出
版了

+

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
,

文集
!

后来又出了英文版
"

&

华夏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
!

天
生对海洋缺乏探索的欲望

"'

汪品先
说

!

多年来中国海洋科学的研究经费
一直相当紧张

!

但同济的海洋地质系
一直坚持在做研究

" &

美国
$1%3

年就
开始了深海钻探

!

当时我们还在文化
革命

*

后来是从一位老院士翻译的文
章中

!

才听到这个名词
!

继而知道了
板块学说

"'

美国科学家发起的深海钻探计划
由于成果显著

!

于
$13/

年发展为
&

国
际大洋钻探计划

' -

456

.!

由美国科
学基金会和各成员国共同出资

!

采取
由各成员国科学家提出科学问题

#

大
家投票的办法

!

来决定不同航次的实
施方案

"

加入
456

!

用国际科学设备解决
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问题

!

成了汪品
先当时最想做成的一件事

"

几经周折
!

中国于
0113

年春加入了
456

"

与此
同时

!

汪品先提交了
&

东亚季风历史
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影响

'

的

建议书
"

这份建议书在
0112

年全球排序中
名列第一

!

并作为
456

第
037

航次于
0111

年春天在南海实施
!

汪品先成为
该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

"

作为中国海的首次大洋钻探
!

037

航次是根据中国学者的思路
#

在中国
学者主持下

#

以中国人占优势的情况
下实现

!

标志着我国一下走进了世界
海洋科学的前沿

%%%

南海的
456

第
037

航次在南海南
北

%

个深水站位钻孔
02

口
!

取得高质
量的连续岩心共计

//,,

米
"

航次后经
过几年艰苦的分析研究

!

取得了数十
万个古生物学

#

地球化学
#

沉积学等
方面高质量数据

!

建立起了西太平洋
!",,

万年以来的最佳古环境和地层剖
面

!

为揭示高原隆升
#

季风变迁的历
史

!

了解中国宏观环境变迁的机制提
供了条件

!

推进我国地质科学进入了
海陆结合的新阶段

"

我国的海洋科学紧接着进入了一
个快速发展期

!

相关设备的研发也陆
续启动

"

",,"

年
!

2,,,

米载人深潜器
&

蛟龙号
'

列入
3%!

重大专项
!

今年夏
天将挑战终极目标

*

",,/

年
!

改造一
新的

&

大洋一号
'

科考船
!

开始了全
球考察的航行

*

我国学术界还在推动
自主设计制造的大洋钻探船

//

汪品先回忆
!

当时他提出的建议
恰好击中了国际海洋科学领域的要害

$

当时
!

东亚
#

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正处于
上升势头

!

东亚季风对于该区域经济的
影响越来越显著

!

取得东亚季风的深海
证据

!

对于研究东亚季风活动至关重
要

"

而此前
!

该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

但这还不是汪品先的最终目的
!

他还要更深入地研究南海
"

南海面积
!/,

万平方公里
!

最大
水深

//,,

多米
!

既是全球低纬度
!

也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
-

位于大
陆边缘

!

一侧以大陆为界
!

另一侧以
半岛

#

岛弧与大洋分隔的海域
."

它
的海底沉积物里保留着碳酸钙

!

记录
着从它形成以来的丰富历史

!

而这类
沉积记录在西太平洋是很难找到的

"

与大洋相比
!

南海就像一只
&

五脏俱
全

'

的麻雀
! &

解剖
'

这只
&

麻雀
'!

就可能在崭新的水平上认识海洋变迁
及其对海底资源和宏观环境的影响

"

&

就在南海北部陆坡
!

",,%

年
发现深海天然气

!

",,2

年找到
0

可
燃冰

1 " '

汪品先说
"

南海海底还有
丰富的石油资源

!

这些矿藏是怎样
形成的

2

形成的地点可能在哪里
2

如果不能透彻细致地了解南海
!

茫
茫洋面上我们又如何知道该从哪里
入手钻探呢

2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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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前美国的船测资料
!

即根据
海底地磁异常获得的模糊结果

!

认
为南海形成于距今

!",,

万到
0%,,

万年前
"

0111

年南海大洋钻探取得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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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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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什么现在国际纷争很多发生
在一些偏远的海上小岛

!

有的甚至是
无人岛

2'

他说
!

因为根据
&

国际海洋

法公约
'!

拥有一个岛屿就意味着拥
有周围

",,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

哪怕这个小岛只有立锥之地
!

一样
有

7,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划为专
属经济区

"

&

南海的西沙
#

南沙
#

中沙群岛
!

共有
",,

多个岛屿
!

其主权是我国的
核心利益

!

开发利用是我国海洋科学
服务的天职

"

从科学上细致地了解南
海

!

将有利于我国处理南海的诸多纷
争

"'

他说
"

在汪品先眼中
!

南海的生命史如
同一个鲜活的生命

!

有血有肉有骨架
"

南海生命史的
&

骨架
'

是岩石的构造
!

从海底扩张到板块俯冲的地质构造演
化

*

它的
&

肉
'

则是泥巴
!

来自陆地
的泥沙

#

各种海洋生物遗体在深海沉
积

!

并填充进海底盆地
!

储藏了油气
#

记录了历史
*

它的
&

血
'

则是充盈其
中的流体

!

从海水到热液
#

冷泉
!

包
括海底上

#

下的海洋
!

也支撑着庞大
的暗能量生物圈

"

&

0111

年我们的钻头深入水下
!!,,

米
!

穿过
3/,

米的沉积物
"

后
年

!

我们要争取把钻头深入到海底地
壳的岩石里至少

0,,

米
"'

汪品先说
!

根据专家意见
!

只有打穿几十米十分
坚硬的玄武岩

!

才能保证取到标准的
岩芯

!

来实现预定的科学目标
"

任务
!

十分艰巨
"

今年的春节
!

汪品先很忙碌
!

因
为他和同事们正在准备南海

456

新航
次的建议书

"

就在年初八
!

三十多位
国际专家聚首上海讨论新建议

!

汪品
先希望国际大洋钻探船在

",07

年再来
南海

!

实现我国设计
#

主导的第二次
大洋钻探

"

深海观测有三大手段
!

深潜器
#

大洋钻探
!

还有海底观测网
"

谈到这
里

!

汪品先说
!

三大手段我们已经接
触了两个

!

唯独还缺建立深海海底观
测网

!

长期
#

实时地
&

蹲点
'

观测海
底变化

"

建海底观测网
# !

蹲点
"

了解原生态世界
在同济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

室有一块大屏幕
!

每隔十几秒
!

地
图上代表东海小衢山位置的灯亮起

!

就代表有数据从东海海底传到实验
室了

"

",,1

年
!

汪品先率领的团队
!

建
立起了我国第一个海底综合观测小型
试验系统

%%%

东海海底观测小衢山试
验站

!

至今已经运行三年多
"

在此基
础上

!

投资
7,,,

万元的
&

东海海底观
测网

'

已开始建设
!

该观测网将建在
舟山群岛以东的内陆架上

!

深度在
/,

米左右
!

海缆长度达到
",

公里
"

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积累
!

汪品先
最想做的是在南海建立深海海底观测
网

"

他认为
!

到海底观测深海是人类
视域的第三次突破

"

第一次是在
02

世
纪

!

显微镜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看
到了微观世界

!

包括微生物
#

细胞
!

后来随着技术进步
!

又看到了分子
#

原子
#

电子
//

第二次是在
",

世纪
!

航天技术使人克服了地球引力进入太
空

!

第一次看到了地球的全貌
!

开始
将地球看作一个整体

!

促使地球系统
科学的产生

!

也对海洋有了整体认识
"

然而
!

通过遥感技术观测海洋
!

&

视力
'

仅仅局限在表面
!

无法穿透千
百米厚的水层达到大洋底部

"

因此
!

科学家开始思考能否把观测平台建在
海底

!

从海底向上看海水
!

向下看地
球内部

$

在地球表面
!

深海海底是离
地球内部最近的地方

"

根据这个设想
!

一些发达国家将
海洋科考的

&

触角
'

伸到海底
!

在那
里架设仪器进行长期观测

"

",,1

年
!

加拿大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海底观测网
&

海王星
'"

美国
#

欧盟
#

日本也在积
极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和建设

"

去年
!

同济大学联合兄弟院校
!

把自己研制的一套能在水下
0,,,

米
作业的观测设备运到美国

!

接在
1,,

米深的
&

玛尔斯
'

海底观测网上做
性能测试

!

历时半年
" &

这套设备
就是为南海海底观测网作准备的

" '

汪品先说
!

尽管设备远在大洋彼岸
的海底

!

但所有海底数据能够实时
传送到上海的实验室

%%%

虽然只是设
备测试

!

但利用这些数据
!

足可以
发表不错的论文

"

汪品先把大洋船出海科考比作
&

视察
'!

而海底观测网则是
&

蹲点
'"

&

偶尔去看一次
!

和每天在那里盯着
!

观察到的东西肯定大不相同
"'

他说
!

比如海上台风的形成
#

运动
!

对海洋
有什么影响

!

这都需要长时期观测
!

但一旦遇到台风
!

考察船避之不及
!

还怎么观测呢
2

上世纪
3,

年代
!

美国在赤道太平
洋放置了

2,

个深水锚系
!

经过两三年
的观测

!

找到了
&

厄尔尼诺
'

形成的
原因

%%%

西太平洋温暖的海水流到了
东太平洋

!

造成东太平洋冷水域海水
温度异常升高

"

如今
!

美国可以依据
这些数据

!

提前半年预报
&

厄尔尼诺
'

的发生
"

类似的结果只有长期
#

连续
#

原
位地观测才能得到

%%%

这就是海底观

测网无可替代的作用
"

他说
!

这个
建议是丁抗教授等最早提出的

!

他们
从

",,%

年开始推动
"

目前
!

小衢山
的东海观测网尽管规模不大

!

但
",0,

年
"

月底智利发生
3.3

级地震后
!

居
然测到了来自智利的海水波动

"

海底观测系统什么样
2

建设
&

海
底观测网

'

相当于在海底设置
&

气象
站

'

和
&

实验室
'!

将各种观测仪器放
入深海底

#

通过光电缆连接上岸
!

对
海底进行长时期的实时原位观测

"

比
如

!

要观察海底热液
!

通过深潜器只
能

&

到此一游
'

式地进行
!

而海底观
测网则可在热液口旁搭起一个如同摄
影棚一般的实验室

$

安置上光源
!

再
架起立体摄像机

#

声纳成像仪拍摄实
景

!

同时机器手在一旁取样
!

放置到
旁边的生化实验装置中进行各种实验

!

最终
!

数据
#

图像再通过光电缆传回
岸上

"

汪品先说
!

就像刚从海里打捞上
来的鲜活海鲜

!

吃起来就比远距离运
输的冰冻海鲜要美味一样

!

离开了深
海环境

!

很多生物没上岸就已经死了
!

很多样本也会在上浮过程中性质有所
改变

!

而
&

海底实验室
'

正可以让科
学家了解到更多原生态的东西

"

建造深海观测网
!

挑战巨大
"

仪
器要想在寒冷

#

黑暗
#

高压的海底长
期稳定工作

!

要求非常高
!

首先要有
这样一个研发基地

"

汪品先认为
!

上
海应该为中国的海洋事业担当起这个
重任

"

&

在发展海洋科技上
!

上海占据
了天时

#

地利
#

人和
"'

他认为
!

上海
作为我国国际航运中心

!

本身已经是
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基地之一

!

如能
以深海大洋为目标

!

从海洋高科技入
手

!

将能为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
基础

"

无论是海洋产业
!

还是海洋科研
力量

!

上海都有着相当强大的实力
!

造船
#

航运
#

水产
#

海上油气
#

海洋
药业

#

海洋仪器
//

在为深海科技提
供研发力量的同时

!

深海探测项目本
身也能为拉动这些产业的发展

#

升级
#

辐射
!

提供强劲动力
"

上海在海洋方面有三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

!

分别是上海交大的海洋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华东师范大学的河
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

以及同济大
学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东海
分局之外

!

更有海事大学
#

海洋大学
#

极地中心等机构
"

他认为
!

这些科研
机构与高校各有所长

!

一旦联合起来
!

将发挥出巨大能量
"

",,1

年
!

汪品先曾给上海市委书
记俞正声写信

!

希望上海能带头
!

率
先从长江口走向深海

!

为我国的海洋
科技发展闯出一条道路

"

当年
!

一家
联合上海多家海洋相关的科研单位的
&

上海海洋科技中心
'

开始筹建
"

今
年

7

月
!

俞正声在市委常委学习会上
表示

!

将力争早日建成这一中心
"

今年已经
2/

岁的汪品先担任这个
中心的筹备主任

!

他希望能探索一种
新机制

!

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海洋科技
的发展

"

南海的西沙
$

南沙
$

中沙群岛共有
"..

多个岛屿
#

其主权是我国的核心利益
%

从科学上细致了解南海
#

将有利于处理诸多纠纷
&&&

汪品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海边考察地质
!

/

均资料照片
0

汪品先为海洋科学事业倾注一腔热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