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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深海的报告——中国大洋资源研究开发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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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国的海洋事业正渐入佳境，那么中国的大洋开发则是初露锋芒，就像一艘刚冲出港

湾的航船正全速前行。短短 20 多年，中国大洋事业的发展令人欣喜。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国际

海底区域研究开发 " 八五 " 工作的基础上，圆满完成了国家大洋专项 " 九五 " 计划，为我国在国

际海底区域争取了 7.5 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维护了我国海洋权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

位，并研发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海勘探设备，深海资源勘探硕果累累。所有这些都为中国

大洋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 

  就在各国竞相开赴大洋、抢占先机的时候，中国也在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向大洋挺进，维护自己应有

的权益。作为中国大洋研究开发工作的组织者，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为深海大洋的开发作出了

重要贡献。由于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大洋开发的重要性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大洋开发的力度逐年加

大，也使中国的深海开发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发言权。  

1998 年～ 2000 年期间，国际海底管理局讨论和通过了《勘探规章》和《环境影响评价准则》。做为国

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成员，中国据理力争，去掉了不利于中国及其他没有最后完成海上勘探任务的先驱投

资者的条款，维护了我国在国际海底的权益。同时，由我国实施的环境基线及其自然变化研究计划，得到

国际社会的赞同，被确立为四大国际合作项目之一，被认为是中国对国际海底区域勘查的一大贡献。  

1991 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成为先驱投资者，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 15 万平

方公里的开辟区。此后在短短 8 年时间内，我国对太平洋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了多个科学领域的详

细勘查，完成了区域放弃工作，为我国子孙后代圈出 7.5 万平方公里的相对富矿区，在这里我们拥有专属

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此外，多航次的科学考察工作还获得了

大量的海洋及相关领域的科学资料，这些都为我国政府制定开发海洋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断言，大洋开发对中国就意味着财富、生存、强盛。  

蓝色高科技赢得了什么  

  当人们在预测未来海洋世纪走向时，一定不会忽略科技的因素，因为科学技术每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

突破都将带来生产力的飞跃，都将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乃至科技本身的发展进程。海洋也不例外。虽然海

洋开发的重点逐渐向深海、远洋和海底发展，但囿于当今的科技水平，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仍是一知半

解，对深海的开发更是微不足道。因此，有专家说，新世纪的海洋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将深刻表现为一场

世界范围的 " 创新战 " ，海洋科技创新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海洋舞台上的地位和权重。  

  深海技术属于海洋高技术，它的支撑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占有深海资源的保障作用；二是对海

洋整体技术的推动作用；三是对相关领域的技术形成辐射与带动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实施了 150 项深海技术研发项目，已完成 90 多项，其中 2/3 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深海技术的发展。如我国多金属结核采矿技术经过十年努力，研制成功中试采矿系

统，在某些方面具有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深海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第二台 6000 米 水下机器人（CR-02 ）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深海科研领域五强之一。自行开发的海底照片计算机判读处理及地质解释技术、多

频探测数据处理与解析技术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国家海洋局作为组织部门，大洋协会作为业主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 7000 米 深海载人潜器已

作为十五"863 计划 " 国家重大专项通过科技部立项。并将于 2005 年底前完成 7000 米 深海试验，其

调查能力范围可覆盖世界 97% 以上的洋底。我国自行设计的深海采矿系统于 2001 年通过 100 米 湖

上试验，正式开始 1000 米 海上试验系统的研制工作；深海资源勘查的能力已从比较单一的大洋多金属

结核资源的调查评价扩展到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深海生物基因及深海环境等多种资源和多个方面的调

查研究。中国的深海开发技术正在大步前进。  

  也正是有了这些高科技的保证、引领，我国在深海开发上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实现了跨跃式发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我国先后进行了十多次大洋调查，目前已探明的多金属结核保留矿区 7.5 万平方

公里的面积内，约有 4.2 亿吨干结核量，其中含锰 11175 万吨、铜 406 万吨、镍 514 万吨、钴 98 

万吨。我国拥有这一矿区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发权，根据当前估算的回采率，可满足年产 300 万吨干结核

开采 20 年的资源需求。此外，还对富钴结壳资源进行了调查，使我国富钴结壳资源申请矿区进一步形

成，并为有关研究项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在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研究开发方面，我国虽然起步晚，但进步快，以扶植研究开发基地为策略，技术

能力迅速加强，成为美、日之后少数分离培养成功深海极端微生物和相关酶的国家。  

  谁掌握了海洋高科技，谁就拥有了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高科技为我们赢得了跨跃，赢得了发

展，赢得了时间。  

叩开深海将改变什么  

  新科技革命浪潮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深海开发带给现代社会生活的也将是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国目前开展的深海勘探所取得的成果及对未来深海开发的展望告诉我们，开发深海不仅为我们解决

世界面临的资源和环境两大危机作出重要贡献，还将预示着 21 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无限地

开拓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深海油气开发技术的发展将使现行的作业人数减少四分之三，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深潜采样技术将

向智能化机器人方向发展。海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技术将充分利用现有各相关领域高新技术成果，集成和

开发更高层次的新方法、新工艺和新设备，解决采矿系统及其设备工作的可靠性、开采的经济性以及开采

作业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由多波束测探系统、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自动绘图计算机系统等组成的海洋

探测系统，可在走航过程中实时获得高分辨率的三维成像立体海底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图像。  

  对深海生物的基因资源的研究至少将从三个方面对人类科学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丰富和发展对

生命形式的认识，促使生物学家更深刻地去研究、理解生命的起源和进化，为人类探索地球以外星球的生

命存在形式提供理论和依据；二是新型药用活性物质以及各种极端条件工业用酶的开发、应用；三是研究

细胞在各种极端条件下的调节适应机制，帮助设计提高人类、动物、植物抵御疾病、适应环境能力的方

法。这些带给我们的都将是一种全新的概念。  

  据悉， " 十五 " 期间，我国通过自行研制和技术引进，将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深海基因资源研究

实验基地，针对深海基因的特殊性，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深海基因分子操作技术，筛选出若干具有重

要开发价值的深海基因并逐步开展其基因工程产业化研究。目前启动的研究工作包括 " 深海微生物基因文

库、微环境生物随机基因库、基因信息库的构建 " 等。  

" 十五 " 期间，还将对中太平洋海山区进行富钴结壳资源加密调查，兼顾多金属结核、热液硫化物资源调

查和环境基线调查的海上勘查工作。在东太平洋海隆等地开展热液硫化物资源初步调查，并兼顾开展深海

生物基因资源调查和深海环境调查。争取在 " 十五 " 期间划出一块可供申请的富钴结壳矿区，并为今后圈

定热液硫化物矿区打下坚实基础。  



  可以预见，深海开发带给我们的将是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社会生活的脱胎换骨的

改变。  

  从 “ 向大洋进军 ” 这一口号喊出，多年来，相关领域众多的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参加了深海资源开

发工作，特别是大洋协会作为行业组织机构，在国家海洋局党组的领导下，在国家综合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呕心沥血为大洋事业奋力拼搏。  

  近日，我国 5600 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 “ 大洋一号 ” 在经历了精心打造后，全面完成增改装工

程，成为一艘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集科学调查与深海设备试验能力于一身的综合性考察船，这将为我国有

效地参与国际海底活动提供重要保障，是新世纪伊始我国进行新一轮大洋科学考察的 “ 战略准备 ” 工作

之一，也是大洋事业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 精神的具体表现。  

  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而竞争的焦点无疑是技术的竞

争。谁抢占了深海开发技术的战略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主动权，谁就取得了商业开采

的先机。我们相信，凭着坚定、执著，凭着信念、理想，中国的大洋事业必将一步步走向辉煌。 

上两条同类新闻： 

● 我国科研向深海进军 

● 浅谈打捞沉船沉物立法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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