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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十卷的《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如 同 年 轮，记 录 了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来 海 洋 地 质 科 学 的 成 长 史。

如今中国的海洋科学，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大洋，活跃在世界海洋科学的前沿。新的发现证明，深海海底是地球表层

和深部系统之间的通道，深海的认识已经成为地球系 统 科 学 的 瓶 颈。与 此 同 时，海 洋 科 学 正 在 从“考 察”向“观 测”

过渡，海底观测网正在成为观测地球系统的第三平台。展 望 未 来 三 十 年，《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将 要 反 映 的 是

中国海洋地质的重大变化，展现中国进军深海大洋、问鼎国际前沿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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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创刊于１９８１年９月，
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虽然在严格意义上讲

还不能说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而刊物三十年来的

发展，却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缩影。如果

翻阅一下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两期《海洋地质研究》（当时

的刊名），再和今天一年六期的学报相比，不光是装

帧、篇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文章内容已经更

换了层次。三十卷的《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就

像年轮一样，记录了中国海洋地质三十年的成长史。
改革开 放 早 期，海 洋 地 质 学 泰 斗、美 国 Ｋ　Ｏ

Ｅｍｅｒｙ教授来访。我请教他：“假如你是在中国，你

会选择什么研究题目？”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会整理

历史资料，研究中国的潮汐演变”。确实，八十年代

的中国既缺出海船只，更缺分析手段，能做的就是资

料整理。１９８５年，许靖华教授从国外带来大洋钻探

（ＯＤＰ）计 划 开 始 的 消 息，我 国 地 学 界 同 仁 奔 走 相

告，成立了以 刘 东 生 教 授、罗 钰 如 局 长 为 首 的 委 员

会，试图推动我国加入ＯＤＰ。但是当时的外汇贵如

珍宝，只能望洋兴叹。学术界愿望的实现要等到世

纪之交的前夕：１９９９年南海大洋钻探１８４航次顺利

实施，同年 中 国 考 察 船“雪 龙”号 首 次 考 察 北 冰 洋。
进入新世纪以来，环球航行的“大洋一号”游弋三大

洋，“蛟龙号”载着中国人深潜５　０００米……，“上天、
入地、下海”的愿望已成现实。海底资源的开发也在

全速前进，石油部门建成了“海上大庆”，南海北部找

到了深水油气田和“可燃冰”，东太平洋有我们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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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金属结核区，西南印度洋有我们发现的热液硫

化物矿床。我们已经用事实向世界宣告：深海和大

洋，中国人来了！

当我们为三十年辉煌成就而欢庆的同时，又需

要冷静地意识到：我们起步太晚、起点过低，近年来

的进展怎抵得这百年的落后。因此展望未来的首要

问题就是：今 后 的 三 十 年，中 国 的 海 洋 地 质 走 向 何

方？回答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面

三十年和过去的三十年不可能一样，因为中国变了，
世界变了，地球科学、尤其是海洋科学变了。无论我

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我们面对的是新的任

务和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战略上部署向深海科学

进军。这是因为研究海底、尤其是深海海底的科学，
已经成为地球系统中的关键环节；认识海底不同时

间尺度的过程，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
加拉帕戈斯海底三十多年前深海热液的发现，

是一个转折。随后的研究表明：海洋原来是个双向

系统：那里既有自上而下的能流和物流，又有自下而

上的能流和物流。前者靠的是外来的太阳辐射能，
而后者用的是来自地球内部裂变产生的原子能。海

洋不仅将光合作用形成的生物、风化作用产生的矿

物，经过搬运、改造后送到海底，还有众多的物质和

热量通过海底的出口，从地球内部送入海洋、向上扩

散。学术界这才明白，地球系统科学不能只看表面

的圈层而不顾地球内部，而深海海底正是地球表层

和地球内部两大系统的通道。地球的水循环并不限

于表层，地幔里的水比海水要多出好几倍，深海的大

洋中脊和俯冲带，就是表层和深部水循环的渠道［１］。
同样，地球系统的碳循环也决不限于表层系统，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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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地壳里的“暗能量”，供养着地球上３０％的活生

物量，这些生活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环境下的

微生物，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并且通过深海

底部流体的溢出口，参与到地球表层系统的碳循环

里来［２］。可见研究深海海底过程的海洋地 质 学，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重任，因为其研究对象是地球系统

表层和内部两大部分的界面，由于对两者之间的交

流缺乏了解，深 海 底 部 就 成 了 研 究 地 球 系 统 的“瓶

颈”。
海洋地质学科的另一种变化，来自海洋科学的

整体。二十世纪晚期，海洋科学颠覆性的突破在于

中尺度涡的发现。按照原先的理解，海洋整体是宁

静的，只有海流像河水那样在流动着；而现在发现整

个大洋 都 充 满 着 中 尺 度 涡，它 们 占 据 了 海 水 运 动

９５％的动能，但是被粗线条的传统观测方法所遗漏。
同时海底各种运动的发现，尤其像墨西哥湾漏油事

件和日本岸外９级地震一类灾害的发生，都强调了

海底观测的紧迫性。因此，今天的海洋科学正处在

转折关头：以船舶调查为基础的传统方式正在受到

挑战，海洋科学已经不再满足于从海洋外面研究海

洋，而是要在海底建设“实验室”、“气象站”，从短暂

的“考察”向长期、实时的原位“观测”转化。于是，海
底观测网和各种活动观测平台应运而生，构成了观

测地球系统的“第三个平台”［３］。既然海底发生的过

程影响着地球表层，这种过程又跨越了各种时间尺

度，就必须开 展 长 期 的 原 位 观 测，从 而 揭 示 深 海 过

程，这种以“观测”为基础的海洋科学，已经成为研究

“全球变化”、理解地球系统的变化机制，进而保证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如上所述的深海海底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了传

统“海洋地质”的概念。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
确实是在突破着原有学科分类的界限，推开学科分

割的壁垒。关键是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而不是学

科分类的标签。海底下面的“深部生物圈”以地热为

能源、以玄武岩为“食粮”，生命周期以千年计，产生

的有机碳Ｃ－１４测年有上万年的高龄，请问这究竟叫

做“海洋生物学”还是叫“海洋地质学”？深海海底的

观测，是一种高度跨学科的研究，在这里人们进入了

探索地球系统的深层次，却淡忘了学科界限和古今

鸿沟。当代海洋地质学最宏伟、最前沿的研究计划，
莫过于大洋钻探。这个从ＤＳＤＰ到现在的ＩＯＤＰ延

续了四十多年的国际合作计划，将在后年进入第四

阶段，最近发布了新十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３）的科学计划，
其中把海底 下 生 物 圈、海 底 下 流 体 运 动，和 气 候 演

变、板块运动并列为主要方向（表１）［４］，明确地展现

了新型海洋地质学的研究范围。

表１　新十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大洋钻探科学计划“照亮地球：过去、现在与未来”所列的１４个主要科学问题［４］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ＯＤＰ，２０１３—２０１３

领域 科学问题

气候与大洋的变化

　———解读过去，预示未来

１ 地球气候系统对大气ＣＯ２ 增高如何反应？

２ 冰盖和海平面对于气候变暖作何反应？

３ 降水分布由什么控制？比如季风和厄尔尼诺的降水是受什么控制的？

４ 大洋化学成分发生变动后，是如何恢复的？

生物圈的前沿

　———深部生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的环境强迫

５ 海底下的生物群是怎样产生的？由什么组成？对全球有什么意义？

６ 海底下的生命分布范围极限在哪里？

７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环境变化反应的灵敏度有多高？

地球的连接

　———地球深部过程及其对地球表面环境

的影响

８ 上地幔的成分、结构和动力学特征如何？

９ 海底扩张与地幔熔融，和大洋地壳的结构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１０ 大洋壳和海水之间进行化学交换的机制、规模和历史如何？

１１ 俯冲带是怎样开始产生的？在那里挥发物质如何循环、大陆壳如何形成？

地球在运动中

　———人类时间尺度上的过程与灾害

１２ 是什么机制控制着破坏性地震、滑坡和海啸的发生？

１３ 什么样的性质和过程，控制着碳在海底下面的转移和储存？

１４ 海底下面的流体活动，是如何将构造、地热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连接起来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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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海洋地质的学科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早

年的地质学无非是“石头和泥巴的科学”，海洋地质

无非是“被海水淹没的地质学”，如果把海水抽掉，和
陆地地质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随着技术的进步，
人类进入了地球表面７１％面积、平均水深３　８００米

的海底，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地球表层和深部界

面上的世界，一个与大陆和海边不同的世界，而这就

是当代海洋地质学的前沿。当然，大陆和近岸浅海

对于人类社会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无论海岸带和大

陆架的研究都有着自己的前沿课题；但是从地球系

统的高度看来，人类最缺乏认识、因此研究也最具有

挑战性的部分，是在深海。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中国。当今的中国，不仅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国际科学论文第二大生

产国。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向深海大洋进军：远洋

考察船和破冰船正在陆续建造，深潜器系列正在逐

步形成，海底观测网的建设已经起步，在国际大洋钻

探中的作用将要加强，空前规模的深海基础研究也

已经在南海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两

百年来的科学革命：达尔文进化论的发表，正值中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板块学说的建立，恰逢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中国对于世界科学革命缺乏贡献，我们为

此深感歉疚。当前的海洋和地质科学，又一次进入了

新的转折关头；但是与过去不同，这次正值华夏振兴、
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只要我国科学界同

心同德，瞄准学术方向、改进管理体制，定能在今后的

岁月里对国际科学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与此 相 应，新 三 十 年 的《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海洋地质科学

的喉舌，她必将通过发表的论文逐渐体现出新的面

貌。在空间上，将会有更广、更深的覆盖，反映出全

球的视角和穿越地球系统的目光；在时间上，将会把

过程的研究和记录的提取相结合，穿凿地球系统的

时间隧道；在方法上，将会越来越多报道跨学科的研

究成果，加强实证科学的成分，用定量数据的数值模

拟来检验理论和假说；在题材上，将会加快从“现象

描述”向“机理探索”推进，使得我国从科学的“原料

输出型”向“深加工型”转化。展望未来三十年，《海

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将要反映的是中国海洋地质

的重大变化，展现中国进军深海大洋、问鼎国际前沿

的新旅程。让我们祝贺这进入“而立之年”后继续远

航的学报：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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