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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群
,

可能在洋底以下 已经休眠 了数百万年之 久
,

其总

量有可能占全球生物量的
,

无论在生物学理论上和 生

物技术应用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
。

洋底热液作用
,

是七十年代晚期地球科学的重大发现
。

当时在东太平洋海隆发现 了海水渗入 海底与上涌的熔岩接

触后
,

作为热液涌出海底 以
“

黑烟 囱
”

形式形成硫化物

矿
,

从而第一次找到现代正 在形成的多金属矿床
,

为矿床

学研究揭开 了新篇章
。

而与之伴生的深海动物群
,

在高温

下依靠硫细菌的化合作用而 不是光合作用提供养料
,

更成

了生物科学研究的突破 口
。

人 们推想
,

地球上的生命在数

十亿年前起源时
,

很 可能就是在这种独特环境下发生的
。

近年来
,

海底天 然气水合物 韶 的研究
,

很可

能是海底开发的又一把金钥匙
。

在海底低温高压而快速堆

积的条件下
,

可能有甲烷 执 与水分子结合成 为固体
,

分

布在海洋陆坡 上 部的数百 米沉积物 中
。

人 们估计
,

这种
“

锁
”

在水分子格架中的天然气
,

总储量可能达十万亿吨之

多
,

其中所含的碳相当于地球上全部其他矿物燃料的两倍
,

如果学会开采利用而 且估算确实
,

就可望成为新世纪的新

能源
。

由于 是高效率的温室气体
,

天然气水合物从海

底释出 又 可能是地 质历 史上 全球快速 变暖事件的原 因

洋底蕴藏的奥秘太多
,

只等着有 充分科技武装的人类

去破译
。

无论
“

温室效应
” 、 “

防灾减灾
” ,

都可以从海底得

到启示
。

工业化 以来燃烧矿 物燃料释 出的
,

只有一半

还 留在大气层 中
,

另一半最可能是被海洋浮游生物吸 收
,

以
“

生物泵
”

的形式送到 了海底
,

因 此海 底是研究碳循环

的关键场所 太平洋周边各国深为忧虑的地震灾害
,

其根

子很大程度在于洋底
,

只有到板块俯冲带附近的洋底深处
,

才能取得陆地无法测到 的轻微地 震信息
,

为预测 地震 提供

依据
。

深海洋底 已经成为科学的前沿
。

年以来基于地球运动轨道变化周期的高分辨率地质年代表
,

为地质计时提供 了
“

天 文钟
”

第 航次
,

钻探 了

正在形成之 中的洋底热液硫化物矿床 第 航次
,

取得了
“

天然气水合物
”

的岩芯标本 ’ ,

⋯ ⋯

现在 大洋钻探正在为钻穿洋底地壳
、

揭示 气候演 变

机理
、

探索洋底深部生物 圈等宏伟 目标而 奋斗
,

各国学者

还将在明年五月聚会温哥华
,

讨论新世纪大洋钻探的新纲

领
。

与此同时
,

日本正在建造一 艘更 大的大洋钻探船
,

准

备在新世纪里与美国争雄
。

日本科技界在给首相的报告中

写道 世纪美国在世界大洋研 究 中所起的 作用
,

到

世纪是否也可以由别的国家来承担

然而三十年来
,

我国的地学界却一直是置身于

的国际洪流之外
。

当 钻探洋底地壳
,

证实
“

海

底扩张
”

的时候
,

我国正 沉醉在
“

文攻武卫
”

之 中 经 历

着
“

史无前例
”

的大动乱 直到
“

文革
”

尾声
,

才从 老前

辈的译文里看到 了
“

板块构造
”

的新名词
。

今天的中国 已

经完全不同
,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改革开放
,

带来 了

自然科学的春天
。

今年四 月
,

我国 以 成员的会费正式

加入 大 洋钻 探 计 划
,

成 为第一 个
“

参 与 成 员
” 。

同时
,

我国科学家提出的
“

东亚季风史在南海

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
”

大洋钻探建议书
,

在 年度

全球评审中以第一名的优势获得通过
,

定为 第 航

次
,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南海实施
。

这样
,

我国海区的第一次深海钻探
,

将在我国科学家的提议 和 主

持下
,

在十名海内外和海峡两岸的华人海洋地质学家 二船

参加下
,

对东沙和南沙附近一千到 三千余米水深的海 底进

行科学钻探
,

取得近三千余万年来的沉积 记录
,

验证 有关

青藏高原隆升与东亚季风 以及 全球变冷相互 关系的科学假

说 〕,

揭示构造运动与气候演变的关 系
,

探索我国气候演

变的机理和海洋因素
,

争取在本世纪最 后一年
,

在我国陆

地地质与海洋地质的接轨上迈出一大步
。

大洋钻探
华夏文化面临的新挑战

人类
“

上天
”

的本领
,

己经远胜过
“

入地
” ,

而深海洋

底之下的研究既要
“

下海
” 、

还得
“
入 地

” ,

其难度可想而

知
。

由于深海研究十分昂贵 即使发达 国家也感到力不从

心 于是组织起来开 展合 作
,

这 便是
“

大洋钻探 ,

即 川 昭
”

国际计划
。

大洋钻探 一 及其前身
“

深海钻探
”

一 是地球科学规模最大
、

历时最长的国际合作

计划
,

利用一艘巨型 深海钻探船六 世界各大洋数千米海底

进行科学钻探
,

探讨国际 最 前 沿 的学 术 问题
。

年以

来
,

这项 以美国为基地的 国际大合作
,

在全球各大洋钻探

口 、

取芯 万 米
,

证 实 了板块构造学说
,

创立 了古

海洋学
,

把地质学从陆地扩展到全球
,

从根本上 改变 了地

球科学家的视野和 思路
。

例如 第 航次对印度洋孟

加拉深海扇的钻探
,

为青藏高原 的历史提供 了
“

海底档

案 ,’ 第 航次在东太平洋的钻探
,

建立 了一千万

新世纪的海洋开发
,

一要求科技
,

二要求合作
。

海洋

战争的前提是国际对立
,

海洋开发的基 础 却是 国际 合作
。

以当前科技发展之快
、

海洋开发投资规模之 巨大
,

再发达

的国家也难以单独承担起海洋开发的重 任
,

互助 合作是必

由之路
。

但是人助必先 自助
,

本国海 洋科技的发 展是合作

的前提
。

上述大洋钻探
,

便是一例
。

应 当承认
,

在我国地

球科学的
“

海
” “

陆
”

陆地固体地球科学
“

空
”

人气科

学 三军中
,

海洋科学是个起步晚
、

力量弱的小弟弟
,

更

不用说与发达国家相 比
。

只有急起直追
,

才能在新 世纪 开

发海洋的国际合作和竟争中
,

取得我们应有的地位
。

传统的华夏文化源于 内陆
,

海洋的份量相当有限
。

尽

管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
、

麦哲伦的壮举差 不 多要 早 一 个 世

纪 但我们自以为居于世界中央的祖先 们
,

总 习惯于把沿

海地区看作是东夷南蛮的荒野
,

对海外世界往往漫不经心
。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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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论坛

逍遥游 里的鳗鹏游冥无非是幻想世界 诗
·

小雅 》里的

讥沉杨舟
,

也只是江河湖泊
。

世纪 西洋的炮舰
,

轰醒 了

东方的
“

睡狮
” 。

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
,

我们才意识到海疆

有多么重要
。

自从 巧 年前 年 容阂赴美开始
,

出

现了我国最早的出洋留学潮
,

而在早期的留学 生 中许多人

学造船
、

矿冶
,

决非偶然
。

时至今 日
,

我国海洋事业 有 了空前的发展
,

海洋产业

也已初具规模
。

然而在人 们的意识 里
,

海洋的份量仍然有

限
。

谈论国土疆域之大
,

往往有人把海疆忘掉 即使想到

海洋
,

也常常限制在看得见的岸边浅海
。

殊不知新世纪的

海上之争
,

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竞争
,

随着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实施
,

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把研究海洋
、

开

发海洋提高到 国策的高度加以重视
。

和 世纪
,

北大

西洋两岸的国家在世界海洋事务中起到 了无可争辩的领先

作用
。

然而 当前西太 平洋沿海国家与地 区的经济腾 飞
,

自

然使人想到 我们是否应当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大 的作用
‘

可以不夸大地说
,

对开发海洋的重视程度
,

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我国在新世纪里的发展前景
。

华夏文化
,

是 当前振兴 中国的重要基础
。

一旦源 自内

陆的古老文化真正地进入海洋
,

一 旦黄土 地与蓝海洋相 互

结合
,

产生的将是旧 山河上新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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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制裁为印度私人公司敞开大 门

据 自然 周刊新德里讯
,

印度政府 日前宣布它将允许私

人公司更密切参与该国的防务研究开发和军事武器设备生

产
。

印度政府的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 旨在 克服美 国克林

顿政府在印度五月份进行核爆 后所宣布的制裁给它带来的

冲击
。

据印度国防部部长乔治
·

费南德兹说
,

该国的
一

些 秘密

国防实验室将向私人部门开放
,

同时私人公 司已被邀请参 与

合作防务研究
。

而到 日前为止 私人部门都设有参与该国的

防务研究
,

其所有军事武器设备都是在 国防部所 属工 厂 生

产
。

费南德兹是在与印度工业联合会 所属的一 些重要

公司的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宣布上述新政策的
,

主席拉

杰酉
·

沙哈已向政府保证
,

私人 部分有能力在国防计划中起

重要作用
。

尽管官方称美国的制裁无损于印度的防务计划
,

但一些

防务科学家却私下承认
, “

防务研 究开发组 织
”

于展

的大部分项 目都涉及到许多进 卜 元件
,

而今后可能再获取不

到它 们了
。

同时他们也担心制裁可能危害 将该 国的军事设

备国内生产 比例从 目前的 提高到 年 的计划
。

而 目前实现这一 目标的唯
·

选择就是扩大印度工 业部 门的

参与
。

根据这项新的政 策
,

私 人 部 门除 和 开 展合作

外
,

他们也被允许利用 所开 发的 有民用潜 力的技 术
。

据 的负责人阿布杜
·

长拉姆说
,

比 如用 于制造 导弹头

锥所用碳合成材料的技术将被提供给
一

家想生产这种材料

用于制造脊髓灰质炎患 者所用轻质拐仗的公司
。

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选择 的具有民用潜在价依的

技术
。

其它一些委员会
‘

子鉴定 和 的合作研究领

域以及进行生产和 出 口 军事 设备联合经营的可能性 许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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