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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啸的悲剧，引起了全世界

对观测预警系统的注意。深受地震之害

的日本和美国西海岸，早已着手深海海

底观测网的建设，这不仅为地球观测系

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估计数年以后还

将引发国际权益与安全之争。因此，建

议我国应该尽早采取措施，力争主动。

一、地球系统的第三个
观测平台

千百年来，人类只能从地面或者乘

船从海面观测地球。这种零星的观测，

带来了许多错觉和误会。!" 世纪地球观

测最大的技术进展，在于遥测遥感对地

观测系统的建立。人类终于能够离开地

面，从空间获取地球信息，不仅极大地

丰富了信息量，而且解放了观测者的视

角，导致“ 数字地球”和“ 地球系统”的

新阶段。然而，遥感技术难以透过平均

#$"" 米的水层观测大洋海底，人类迄今

对深海海底的了解，还不如月球和火

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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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特征是：

%、观测点布置在海底。现行的深潜

取样到地球物理等种种手段，只能从深

海取得零星或者间接的信息。但是海底

的地震源区和热液活动区，都亟需进行

长期连续的观测；而且埋置在洋底钻孔

里的仪器，是灵敏度和信噪比最高的地

震监测手段。为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大洋钻探计划（ &’(）利用密封的深海

钻井，成功地测定了地壳内流体的温

度、压力变化，而且意外地获得了板块

形变和地震的信息。同时，在深海热液

区安置的观测设备，能够实地连续观测

现代金属成矿作用，以及“ 黑暗生物

群”、“ 深部生物圈”的活动。

!、能源供应和信息提取网络化。现

行各种海底观测技术，都有能量供应的

限制和信息传送的困难。如果将设在海

底和埋在钻井中的监测仪器联网，通过

电缆或光纤网络向各个观测点供应能

量、收集信息，就能进行多年连续的自

动化观测。这种监测网既能向下观察海

底和深部，又能通过锚系向上观测大洋

水层，还可以投放活动深海观测站，自

动与监测网的节点连接上网。其优点在

于摆脱了电池寿命、船时与盘舱位、天

气和数据迟到等种种局限性，科学家可

以在大楼里通过网络实时监测自己的

深海实验，命令自己的实验设备冒着风

险去监测风暴、藻类勃发、地震、海底喷

发、滑坡等各种突发事件。这是一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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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途径，为观测地球过程开辟了全新的前

景。

二、新世纪的海上科技竞争

!""# 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专属经济区

已经划分掉全球海洋的 !$%，对所剩深海大洋的国际

竞争日趋剧烈。去年年底，美国总统新建跨部门的

海洋委员会，正在讨论将海洋投入增加一倍的问

题；日本政府斥资六亿美元建造 &’((( 吨的大洋钻

探船，比美国的大三四倍，与美国在海上争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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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深海海底观测系统，是一场正在

酝酿中的海上竞争。

美国正在建设的第一个区域性海底观测网，是

东北太平洋的“ 海王星”（ )*+,-)*） 计划，用

%((( 公里光纤带电缆，将上千个海底观测设备联

网，由美、加两国投资近 % 亿美元，预定 .((’ 年投

产，建成后将进行水层、海底和地壳的长期连续实

时观测 .& 年。至于小型的实验观测站，如美国加利

福尼亚 /0123435 湾的 /678 站和加拿大 9:;204:<
湾的 9*)-8 站，都已经实现或即将建成，国际综合

大洋钻探计划（ =>?+）今年将在 /0123435 湾进行

钻探，为井下观测联网取得经验。

长期以来，日本特别关注板块俯冲带的震源

区，建造五万吨大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钻探震源

区。甚至在将来打穿地壳。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日本

在其附近海域的大洋钻探井孔中安装地震仪，在西

太平洋震源区建立了深海海底地球物理监测台网

和陆地结合进行地震监测。由日本主持的深海观测

网已经在我国不远的海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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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海底网络，本身就是建立在

监测前苏联核潜艇活动的军事技术基础上，所推行

的全球洋底网络化的设想也含有非民用的目标。从

国防安全、海洋开发和科学研究出发，我国不仅要

密切关注、积极参与，而且必须自主地进行海底观

测网的建设。去年 ’ 月以来，全球观测网的峰会先

后在美国和日本举行，海洋观测已经上升到国策高

度。我国应当不失时机，趁海底观测网的国际化还

在酝酿的时期，尽早采取措施，避免被动。

三、关于建设海底观测平台的建议

近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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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冰”和深海油气的勘探也已经着手。然

而，深海研究在学术上仍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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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国家需求和增加实力出

发，都已经到了“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重

新考虑我国在深海大洋国际竞争中的定位，已经迫

在眉睫。为此建议：

!、将深海观测系统列入“ 中长期发展规划”。

无论从 .(.( 年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还是能源与安

全的保障出发，都要求将深海大洋列为科技发展的

重点；而从深海海底入手进行国际竞争，是弥补海

面的弱势、采用非对称战略的良策。深海海底观测

平台的建设，是走跨越式途径发展深海科技、直接

进入国际前沿的措施。

.、建设海底观测试点站。目前，我国地震监测

和深海油气勘探方面，已经提出海底观测的需求。

建议选择由部门与地方相结合共同建设的一个多

功能的海底观测站。此站可以从陆架浅海选择，以

期发展技术、取得经验，准备推广到深海之用。一旦

实现，我国将成为国际海底观测网建设的先行者之

一，可以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利用合作渠道取得国际经验。国际综合大洋

钻探计划（ =>?+）已经建立了多处深海海底观测

站，我国又是成员国之一，建议及早派遣人员、尤其

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参加有关的航次与研究工作，

取得经验，为我所用。

在我国整体规划中，能否将视野扩展到深海大

洋，影响的不仅是我国科学的走向，而且是国家未

来的地位。就当前而言，深海海底观测网是一个切

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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