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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 

  面对如此广阔的深海面积，中国错过了大好的机会，现在到发力的时候了。 

  文|本刊记者 李毅 

  在全球范围内，由海洋权益产生的争端和矛盾逐渐表面化，但中国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还

远远不够，长期致力于海洋地质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对包括东海在内的中国领

海油气资源潜力十分乐观，并呼唤在全球关注海洋能源的今天，国人应提高海洋意识，争取

海洋利益。 

  《能源》：随着陆上能源的日趋枯竭，全球海洋油气的争夺也日益白热化。面对这一现

状，您认为中国应做出那些改变与努力？ 

  汪品先：随着能源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人的海洋能源意识也在逐渐苏醒。 

  从郑和下西洋至今的 600年间，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重视海洋。从最高领导一直到普通

百姓，海洋意识和从前不同了，主要因为中国的经济背景变了。自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加

入国际大市场中去之后，中国的利益已经远远超出原来的界限了。 

  中国的海洋政策，从林则徐时代的象征就是虎门炮台，凡是从海上来的我就打你。邓小

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韬光养晦，不与人争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石油有一多

半都从国外运来，贸易也要依靠外国市场，如果再不争取海上利益就会为人所制。中国目前

搞矿产、石油的企业在三大洋都已去勘探过了，我们做基础研究的很惭愧，没有为他们做什

么贡献。 

  地球表面 60%以上都是 2000 米及以上深度的海洋。而全球海洋的平均水深是 3800米，

因此世界上主要是深海。而且现在看来，未来能够给人惊喜的大油田也都是在深海，比如北

冰洋。如此广阔的深海面积，完全可以任中国人去发挥，中国错过了这么多大好的机会，现

在总该到发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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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您如何评价中国领海的油气资源禀赋及开发前景？ 

  汪品先：中国现在的海上石油，南海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渤海是一个主力；东海也是有

前景的，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没有怎么开发；黄海的情况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突破。早年英

国石油公司等大公司也来钻探过，但没有什么发现。总的说来，中国最大的希望还是在南海。

渤海和南海是中国现在海上石油的主要来源。而以潜力来说，最好的应该是南海。目前中国

的石油开采已经到了深海，而南海的深海从这些年的迹象来看，是有很大希望的。 

  东海在这些年也有过很好的工作，但由于政治的原因，没有很好的铺开，现在新的进展

几乎说不上。南海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南海主要的油田在南边而不在北边。中国这些

年都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北部，南部当时做过的，但又缩回来了。中国如果早一点有这样的概

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现在中国在南海已经很被动了，南部的石油产量比北部高得多，

将来的预测也是南部的前景要更好。 

  《能源》：与世界其他油气富集海域相比，中国领海的油气生成原理有什么特点？ 

  汪品先：中国的石油资源主要有两种产生方式，一种是中国一直宣传的陆相生油；一种

是西方比较看重的海相生油。中国领海中主要油气田的产生都遵循的是陆相生油理论。一直

到今天，渤海海底的油气资源也是陆地的。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的生油原理主要也是陆相的。

现在从南海的情况来看，海里面形成的油气资源有可能比陆上形成的历史更长，钻井也就要

钻到更深的地层才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正在筹备之中。特别是南海深海的石油，估计

大部分都是在远古的海洋中遵循海相生油的原理形成的。 

  海相生油在中国应该说有很好的前景，陆地上也一样。现在的中国华南地区找到的油也

是很早的海相的油，未来可能会更多。 

  说到底，现在地球上所有的海洋，都是在后来的地质构造变动中被拉开的，原来已经形

成陆地了，陆地张开以后又形成海了。而这些海张开是有各种方式的，学界曾依据南海的地

质特点将其地质形态总结为“大西洋(19.99,-0.33,-1.62%)式的小洋盆”说的是盆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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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作用，同时也可能有地壳“压”的作用，也可以“挤”出海盆来，这是指的另外一

种类型。 

  大西洋在它张开的时候，形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油田，大多数都是海里的。巴西现在为

什么能跻身“金砖四国”呢？它就是靠得深海石油。巴西的大油田有 90%以上都在深海，它

就是在大西洋拉开的时候，形成了西海岸巴西的油田以及东海岸西非的油田。 

  那么南海是否在拉开的时候也产生了油田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主要我们现在知道的

太少。我在 1999 年主持了大洋钻探之后，就觉得南海存在海相生油的前景，但要想做这方

面工作就要往地层更深处钻井，这是下一步的目标。这个应该是有前景的，但是现在做的工

作太少。 

  《能源》：东海和南海是中国领海中面积最大的两个海域，它们海底的油气构造有哪些

异同？ 

  汪品先：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就是亚洲，最大的大洋就是太平洋(11.35,-0.27,-2.32%)。

在这个大陆和大洋之间夹着一串海，我们叫它们边缘海。虽然中国的东海和南海都属于边缘

海，但它们的地质情况完全不同，或者说这些海的“性格”是各不相同的——海有两种，一

种本身还是陆地，被海水淹没了，称作大陆架，它是浅的。另一种就是大洋。大洋与大陆最

大的区别在于地壳。大洋的地壳是玄武岩，比较重；大陆的地壳是花岗岩，轻一些。而大陆

架有很好的油气资源，东海和南海目前开发的主要资源都是在大陆架上的，世界上的很多油

气资源也都是大陆架上发现的。 

  这些年人们发现深海也有石油，东海没有什么深海，唯一的深海就是冲绳海槽。冲绳海

槽和南海相比，属于尚未拉开的盆地，要再等几千万年才能拉开，从而形成油气构造，因此

目前并没有被划入石油勘探的范围。 

  东海和南海主要的区别是，东海是大陆架为主的浅海；而南海中深海占的比例更大，也

是中国唯一没有争议的深海海域。说到底，海底的沉积都是陆上掉下去的。都是海里的泥沙

一步步搬下去的，先搬到陆架上，之后海平面变化了再把它推到深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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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全球主要新发现的油气资源都是在深海海域，东海没有更多的深海，因此下一步

最大的希望当然是在南海。 

  东海的石油勘探工作本来做得很好，找到了大油田。很可惜由于争端而停了下来，进展

并不顺利，其实那里是很有前景的。日本人之前不去开发，等到中国找到了油气资源，又跳

出来提出异议，中国应当争取自己的海洋权益，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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