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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能源的 “供应基地” 
口 文／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 汪品先 

在数千米深海海底以及其下地层数百米的深处，有一个神 

秘的“黑暗生物圈”，“圈里”的生物新陈代谢极端缓慢，有的甚 

至已经活了几十万、几百万年。它们在生物技术上的价值不可估 

量。同时，深海大洋还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能源资源，将成为人类 

未来能源的 “供应基地”。 

时代召唤：中国应走向深海大洋 

近半个世纪前，学术界前辈提 出‘(上天、入地 、下海”，指出 

了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到如今，不仅卫星游弋、飞 

船栽人，而且正在积极作探月准备；大洋钻探、大陆钻探先后 

在我国实现；海底深潜也已经指日可待。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我 

国科学界对地球的观测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假如将我国海洋、固体地球和大气的研究比作地球 

科学中海陆空三军的话，那 “海军”就是三者中的弱势；其中面 

向深海大洋的研究，又属“弱”中之“弱”。而这与当今世界的走 

向大相径庭。一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地球科学的突破 

点，主要在于深海研究；另一方面，1994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 

以后，对专属经济区以外深海大洋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正 

在讨论要将海洋投入增加一倍，日本建造了比美国大三四倍的 

大洋钻探船，相互攀比在海上争雄；亚洲国家如韩国也提出“海 

洋开发的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目标，走向国际竞争。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科学研究队伍之一，但长期以 

来缺乏深海大洋研究的力量。因此，深海研究在学术上已经成 

为制约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 “瓶颈”，在应用上也难以 

适应国际海上权益与资源之争的形势。目前无论从国家需求或 

者从我国实力出发，都到了“冲出亚洲，走向深海”的时候；重新 

考虑我国在国际地球科学中的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深海海底：不为人知的 “黑暗生物圈” 

一 部科学史，其实也就是人类视野不断拓宽的历史。人类 

文明从大陆萌发，始终以地面作为基本的活动平台。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尽管 ‘‘入地”的能力还远不如 ‘【上天”，却已经能够 

穿过水层，探索深海洋底的秘密。 

在太空中，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呈蓝色的行星，水是地球最 

54 I中国石油企业CHINAPETROLEUM ENTERPRISE I 2012 10 

大的特点，也是地球上生命发育的基本条件。但是水又是阻挠 

人类认识地球的最大障碍：地球表面13亿多立方公里的水，如 

果铺平了，能覆盖整个地球两千多米厚。-Jff．,．~97％的水都集中在 

海洋里，可是平均水深3800米的海洋又占地球表面71％。几千年 

来，人类社会在大陆上生生息息，把远离自己的海洋留给神话世 

界，何时才能透过几千米的水深看到大洋的 “真面目”? 

近半个世纪之前，深海测量技术发现深海洋底也有高山峻 

岭，全世界有8万公里长的山脊蜿蜒在各个大洋，而大西洋的中 

脊恰好与非洲和南美的岸线平行，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 

陆和大洋的岩石圈是分成若干 “板块”的整体。陆地和海底的山 

脉，都是板块移动的产物，无论走向、位置都有它的道理。 

同样，沐浴在阳光下的人们，看惯了飞禽走兽、树木花草， 

决不会对 “万物生长靠太阳”产生怀疑。是深海海底 “黑暗生物 

圈”的发现，开辟了新的视野。上世纪7O年代末，Alvin号深潜器 

在东太平洋发现了近百度的高温，原来有 “黑烟”状的含硫化物 

热液从海底喷出，冷却后形成 “黑烟囱”耸立海底。更为有趣的 

是，在热液区生活着大量的动物群，说明地球上不仅有在常温 

和有光的环境下通过光合作用生产有机质的 “有光食物链”，还 

存在着依靠地球内源能量即地热支持，在深海黑暗和高温的环 

境下，通过化合作用生产有机质的 “黑暗食物链”。现在，这类 

热液生物群在各大洋发现的地点已经数以百计，离我们最近的 

就在冲绳海槽。 

黑暗食物链的基础，是在还原条件下进行化合作用制造有 

机质的原核生物，包括细菌与古菌，推测与生命起源时的生物 

群相近。不只是海底，近年来人们发现在数千米深海海底下面 

地层数百米的深处，还有微生物在地层的极端条件下生存，这 

种“深部生物圈”虽然都由微小的原核生物组成，却有极大的数 

量，有人估计其生物量相当全球地表生物总量的1／10。可以说， 

海底生物，具有不可估量的技术价值。 

大洋钻探：揭开地球环境的“历史档案” 

为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的变化，人类对地球的视野不但要在空 

间上拓宽，也需要在时间上扩展。当前人类正经历着一个环境高 

速变化期，未来演变方向的正确预测将涉及子刊垢 代的命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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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有生命的行星，至今只知道一个地球，缺乏横向比较的机会。 

因此，预测未来只能从纵向比较中去寻找类比，就像我们从社 

会历史中吸取经验一样。地球的环境演变，在不同场合留下了 

各种各样的 “历史档案”，唯独在深海沉积中留下的最为连续、 

最为全 面。 

世界各国都在着手大洋钻探。2008年1o月，新的国际 “综合 

大洋钻探计划”(IODP)-u~-式开始，而且规模空前：年度预算将高 

达1．64&美元，是原来3—4倍。日本政府斥资64L美元建造57，000 

吨的 “立管钻探船”，美国也将重建钻探船，欧洲力争成为新计 

划的“第三条腿”，我国也已作为参与成员的身份加入。IODP的 

10年计划(2003—2013)要进一步钻探天然气水合物区，查明其 

分布和成因；进一步钻探 “深部生物圈”，揭示可能占全球微生 

物总量2／3的海底地下世界；进一步钻探深海热液区，探索 “洋底 

下的海洋”。日本“立管钻探船”打破了原来大洋钻探的进尺深度 

限制和含油气区的禁忌，将要追索太平洋的震源带，甚至钻进地 

壳深部，直至打穿地壳，实现科学界梦寐以求的理想。 

深海资源：世界未来的能源 “宝藏” 

当前，全球深海石油资源还远远未开发，甚至说还没完全 

弄清楚。现在我国南海已经找到了深海石油。世界上有几个大的 

深海油区，如北海就是一个非常富的深海油区，英国、挪威、墨 

西哥湾也都发现了很大深海油区。预计未来40％的石油资源将 

来自于深海。当然，与世界上所有的矿物能源一样，深海石油如 

果开发过度 ，肯定也会枯竭。 

深海里另一个重大发现，是 天然气水合物，也叫 “可燃 

冰”。我们接触到的甲烷天然气通常呈气态，然而它在海底的低 

温、高压条件下可以与水结合，呈固态埋藏在海底。“可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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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冰，一点火即可以烧起 来，就像火烧冰 

激 凌一样。ld*积 的天 然气水合 物可以放 出 

160个体积的甲烷来，其能量密度是煤的1() 

倍，常规天然气的2—5倍，燃烧后几乎无污 

染。因此可以说，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的天 

然储库。这种 “可燃冰”大量存在于海底大 

陆坡上段500—1O0o+c处，有人预测，全球 

“可燃冰”的总量，相当于人类用过的所有 

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总量再乘 

以2。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已发现了储量巨大的 

“可燃冰”。据测算，仅我国南海的可燃冰资 

源量就达700-fg吨油当量，约相当于我国目前 

陆上油气资源量总数的1／2。尽管目前 “可燃 

冰”仍处于科学研究阶段，但可以肯定，“可 

燃冰”将成为人类新的后继能源来源。 

海底探测：人类“第三只眼”看地球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海底观测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热点。假 

如把地面与海面看作地球科学的第一个观测平台，把空中的遥 

测遥感看作第二个观测平台，则在海底建立的将是第三个观测 

平台，仿若人类探索地球的 “第三只 ’。 

海底观测平台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海洋研究观测的途 

径，同时也必将推向全球，实现海底联 网国际化。近10年来，我 

国开展了太平洋海底资源调查并划得了开辟区，参加了国际大洋 

钻探并在南海取得成功，然而，深海研究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 

因此，我国应将深海观测系统列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无论从 

2020年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还是从能源与安全的保障出发，都 

要将深海大洋列为科技发展的重点。其次，建设深海海底观测 

平台是走跨越式途径发展深海科技、直接进入国际前沿的重要 

举措。其三。基于目前我国地震监测和深海油气勘探方面的海 

底观测需求，应由有关部门与地方共同建设多功能的海底观测 

站，并利用合作渠道取得国际经验。 

如果海洋建了深度观测网，海洋内生物的灾害、海啸等，我们 

都可以预测，也就是说，你将来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上，看海底 

火山爆发现场直播，可以提前几秒钟预警地震，这将是非常大的 

进步 此̂外，开发深海，人类也出了不少“奇招”，如海底旅游等。 

总之，深海大洋不只是人类了解地球亟待填补的空白，也是 

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深海石油、气体水合物和基因资 

源的开发利用，深海探索和海底观测新平台的建立，又为高科技 

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随着近年来科研投入的增加，我国不仅 

在人数上、而且在硬件实力上也已经成为地球科学的大国，能 

否在规划任务的设计中，将视野扩展到深海大洋，这必将影响甚 

至决定我国地球科学未来的走向，以及对地球系统科学未来的 

国际贡献。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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