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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钻探：到深海翻阅“地球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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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随着
美国“决心”号钻探船昨天停靠上
海南港码头，由中国科学家建议、
设计并主导的我国第三次南海大
洋钻探圆满完成 !个航次、历时 "

个月的科学考察任务。这也是国际
大洋钻探船首次停靠中国内地港
口。今天上午，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中国办公室、同济大学联
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第三
次南海大洋钻探告捷，初步解开南
海形成的科学之谜。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包括
#$%&'()和 *(+两个航次，自 ,月 +

日在中国香港起航，共有来自中、
美、英、德、法、意等 -"个国家的 ("

名科学家参加，其中 ,(人为中国科
学家。'(+航次首席科学家、同济大
学教授翦知湣介绍，此轮大洋钻探
发现了距今 '...多万年的始新世
深海底栖有孔虫，有望打破 ".年来
关于南海成因的观点：法国人提出
印度板块的碰撞使印支半岛向南突
出，推出了南海，原因在北边；英国
人认为古南海向婆罗洲的俯冲，拉
开了南海，原因在南边。南海大洋钻
探的结果揭示了南海深海盆由东向
西推进的记录，说明原因很可能在
东边，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翦知湣教授还介绍，此轮南海
大洋钻探聚焦南海扩张之前的大陆
破裂，旨在探讨“陆地如何变成海
洋”这一基础科学问题，同时也为南
海北部油气勘探战略中的关键问题
寻求科学答案。此次在南海北部海
域一共钻探 )个站位 -)个钻孔，总

钻探深度达 )((/0*米，在其中 (个
站位成功获取 ,1",0-米具有极高科
学价值的沉积物、沉积岩、玄武岩和
变质岩宝贵岩芯，为航次后续的深
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钻探结果显示，南海大陆边缘
在始新世时已发生陆壳减薄和沉
降，在渐新世已处于深水环境，并
发生复杂的沉积和深海火山活动，
稍后期的岩浆活动已具有典型洋
中脊玄武岩特征。翦知湣表示，南
海这种独特的“非火山型”张裂过
程，明显不同于北大西洋伊比利
亚2纽芬兰“非火山型”这一世界典
型，由此揭示了南海不同于大洋模
式的边缘海张裂机制。南海的发现
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有待重新评价
大陆破裂的机制。
中国 #$%&专家咨询委员会顾

问委员、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

授汪品先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国
际大洋钻探一直是地球科学的最
前沿。未来，中国要积极推进由自
己执行的大洋钻探，建造国际第 "

个大洋钻探岩芯库和实验室，并争
取 ,.-/年主办讨论科学计划的国
际大会，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制定新
十年大洋钻探的科学目标。在此基
础上，中国还要建造自己的国际大
洋钻探船，从国际的最高层深海合
作中脱颖而出，力争在 ,.,+年前
后成为国际大洋钻探的重要领导
力量，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做出
关键性的贡献。

此次“决心”号钻探船停靠上
海南港码头的 * 天时间内，中国
#$%&办公室和同济大学还将联合
举办“南海大洋钻探国际论坛”、中
国大洋钻探成就展、公众参观“决
心”号钻探船等学术和科普活动。

历时 !个月的中国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告捷

初解南海成因和大陆破裂新模式
! ! ! !由中国科学家
主导的第三次南海
大洋钻探行动已经
结束。中国科学家
此次乘坐的仍是美
国钻探船“决心”
号。当“决心”号准
备离开南海时，船
上一名航次项目经
理说：“也许 -. 年
后，你们可以用自
己的船回到这里。”
记者今天从同济大
学获悉，这并非玩
笑，因为建造中国
自己的大洋钻探
船，已经被提上议
事日程。
目前全球的大

洋钻探平台仅 *

个：美国的“决心”
号、日本的“地球”
号和欧洲的“特定
任务平台”。“中国
需要自己的海洋科
技航母。”此次南海
航行首席科学家、
同济大学教授翦知
湣一直强调的“航
母”就是大洋钻探
船，其工程复杂性
高，学科交叉性强，
又需要大兵团作
战，是对科学、技术
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多重考验。
据介绍，中国大洋钻探“三步

走”战略目标已经确定：第一步，实
现 ,2* 个以我国为主的匹配性项
目建议书航次；第二步，仿效欧洲，
争取成为 #$%&又一个“平台提供
者”；第三步，建造中国自己的大洋
钻探船。而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告
捷，标志着中国 #$%&“三步走”战略
目标中的“第一步”已圆满完成。
“我们现在处在跟跑阶段，等我

们自主组织航次时，就开始了‘并
跑’。要领跑就需要第三步———造
船。”翦知湣说，要想在国际大洋钻
探合作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要进入
领导层，中国就需要拥有自己的钻
探平台。
据了解，“决心”号于 -/+1年开

始成为大洋钻探计划专属钻探船，
中间经历过改装和翻新，将于 ,.,+

年退休。“地球”号则是个“大块头”，
于 ,..1年正式交船，是“决心”号的
1倍，不过它一出动就耗资不菲，且
目前只能进行浅海钻探。中科院院
士汪品先曾表示，,.,*年，国际大
洋发现计划恐怕面临缺乏“航母”的
困境。他指出，综合来看，美、日、欧
三方都不可能承担这项任务。
那么，如果由中国来造，它应该

是一艘怎样的船？要实现怎样的科
学目标？“得把国家需求和科学探索
需求结合起来。”翦知湣介绍，日本
“地球”号的目标是了解地震发生机
制，这和日本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而我国钻探船的国家目标是什么，
一定要清晰。”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新船的钻杆应能去往地球更深
处，采用更新技术，挑战更高难度。

从今天起，停靠上海的“决心”
号迎来了中国参观者。人们期待着，
中国未来也有这么一艘船，到世界
更多地方去探索未知。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有人说，宇宙是神秘的，浩瀚
星空，隐藏着太多未知。对于人类
来说，我们居住的地球就有许多神
秘未解，特别是在深海。能不能打
一口深井，打穿地壳和地幔的分界
面———莫霍面，看看“原位”的地幔
究竟长什么样？上个世纪 1.年代，
美国科学家提出雄心勃勃的“莫霍
计划”，从此，人类开始了大洋钻探
的征途。

深海探秘发现史前遗迹

上世纪 (.年代，美国四大海
洋所联合组成“地球深部采样联合
海洋研究所”，提出“深海钻探计
划”（%3%&）。-/(+年，“格罗玛·挑
战者”号大洋钻探船首航墨西哥
湾，从此开启了地球科学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目前
正在执行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共有 ,1个成员国、*个执行平台。
即美国的“决心”号、日本的“地球”
号和欧洲提供的“特定任务平台”。

大洋钻探，让科学家们发现了
许多“史前遗迹”，渐渐读懂了部分
“地球天书”———

比如，大洋钻探验证了海底扩
张学说和板块学说；在地中海的海
底发现大量盐层，说明地中海在
(..万年前一度干枯成“晒盐场”；
大洋钻探还发现北冰洋曾是一个
暖温的“淡水湖”。

大洋钻探还证明了 (1..万年
前恐龙灭绝的原因，确实是小行星
撞击了地球。通过在南太平洋的钻
探，发现澳洲和南美洲在二三千万
年前才完全离开南极大陆。大洋钻
探还意外发现了生活在海底岩石
里的微生物群———“深部生物圈”，
那里是地球上微生物最大的储库，
生活在地球深处的微生物可以享
有远超“万岁”的高寿。

我国进入深海研究前沿

中国自 -//+年加入国际大洋
钻探计划以来，已有来自同济大

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多家
单位上百位科学家，登上“决心”号
参加大洋钻探，促进了我国科学家
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那么，
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 * 次南海大
洋钻探，又发现了什么秘密呢？
据相关专家介绍，-///年开展

的首次南海大洋钻探，取得了西太
平洋海区最佳的长期沉积记录，发
现了气候演变的长周期。,.-"年开
展的第二次南海大洋钻探，获取南
海中央水深 "...米的深海盆岩芯
纪录，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龄的直
接证据。刚刚完成的第三次南海大
洋钻探，则获得了三大发现：

一、改变了南海成因的原有观
点，可望导致东亚和西太平洋演变
历史的重新认识。

二、揭示了边缘海张裂与大洋
的不同模式。世界上被动大陆边缘
张裂的模型来自大西洋，南海和北
大西洋伊比利亚2纽芬兰边缘相

似，都属于“非火山型”。但是大洋
钻探结果表明南海张裂开时就是
深海环境，岩浆活动也与大西洋不
同，揭示了与大洋模式不同的边缘
海的张裂机制。

三、提出了气候演变低纬驱动
的新观点。南海深海沉积为季风气
候的地质演变提供了几千万年的
记录，通过大洋钻探发现了 ".万
年的长周期。从南海出发与各大洋
进行比较，发现这是低纬区水汽交
换驱动的水循环和碳循环的周期
性，从而提出了以全球季风为标志
的水循环假说和以微生物碳泵为
基础的溶解有机碳假说。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
品先说：“广袤的海洋尽管只是地
球的一部分，却承载了整个地球演
化历史。大洋钻探计划犹如海上灯
塔，照亮了固体地球科学几乎每一
个领域，激发了地球深处和深海研
究的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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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上海精彩

! !决心"号钻探船

" 上午#同济大学钟广法教授在!决心"号上介绍钻头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