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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精确绘就南海“生命地图” 

  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的新十年科学大洋钻探首个航次——南海第二次大洋钻探IODP349航次圆满

完成。2月23日，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李春峰教授透露，历经近一年探索，航次

后研究已取得关键进展，项目组根据钻探带回的研究资料，精确绘就南海“生命地图”。据悉，这一成果对进

一步探究大陆破裂、海洋形成机理等地球科学，以及深海资源勘探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盆地也有生命？专家介绍，随着地壳运动，海底海盆可以不断生长——一般而言，当地幔物质从海岭

顶部的巨大开裂处涌出，凝固后形成新的大洋地壳和地幔，这如同一种“出生”；接着，继续上升的岩浆又把

原先形成的大洋地壳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推向两边，使海盆不断更新和扩张，直至停止，这类似“死亡”，而

其中相隔的时间，就如同该区域海底地面的“寿命”，生长速率也会随时间变化。 

  “通过勘探，我们首次获取了南海中央水深4000米深海海盆的岩芯记录，这些是确定南海年龄的直接证

据。”李春峰介绍，最近研究结果给出了精确定标：南海东部次海盆，“出生”于3300万年前，“死亡”于

1500万年前；西南部海底，“出生”于2360万年前，“死亡”于1600万年前。显而易见，前者比后者“寿命”

长。 

  沧海桑田，在数十亿年地球演变的漫长维度上，科学家们如何得到这份精确到百万年的“生命地图”呢？

李春峰介绍，此次参与勘探研究的科学家涵盖了海洋地质、微体古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主要使用三种测算

方法，将结果叠加比对，为南海海盆精确定年。 

  首先从海盆的“肚子”开始。大洋勘探此前分别在南海的5个站位打下了5根“金钉”，从中获取了具有极

高科学价值的岩芯，还完成了2个站位的地球物理测井工作。钻探深度共4317米，其中沉积岩取芯1503米，基底

玄武岩取芯近80米，最大井深1008米。这些带回的岩芯，如同南海海底地层深处的截面，古生物学家们从中取

样，在显微镜下观察岩芯中留下的微体古生物的种类、数量等，以此解读岩石的成形年代和环境。第二种方法

是靠地磁。地球历史上，磁极曾经发生多次变化，可以在海底被大洋地壳记录下来，学界称其为“磁异常”，

这种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地磁环境改变，也直观反映在岩石内部。如同树木年轮可推知当年旱涝一样，岩石里的

“年轮”也在告诉科学家磁极的变化情况，若据此反推，便可获知岩石成形大约时间。此次，研究人员首次在

南海利用“近海底高分辨率深拖磁异常”研究方法，结合此次的大洋钻探资料，找到了海底岩石中丰富的新生

代构造演化信息。 

  第三种方法则对海盆深处大洋玄武岩岩芯进行氩40-氩39同位素定年分析，日前，科学家刚刚得出第一批结

果。三者结合，为南海海盆年龄定标，以及研究南海扩张速率，取得更为准确的数据。据悉，同时使用三种先

进科学方法测算定年，在南海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在世界其它海洋研究中也不多见。 

  专家指出，掌握南海“生命地图”，意义重大，一方面，探索地球演变规律，是最基础的科学问题，要搞

明白需积累大量数据；同时，由其衍生出的应用研究，也有助于深海资源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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