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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深海，我们为何如此执着？

李歆宁 摄

　　深海是地球上最神秘的领域之

一。儒勒·凡尔纳在科幻小说《海底两

万里》中描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海底世

界，曾是我们关于深海最富想象力的

构建。

　　现在，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让“海

底两万里”“走出”想象，真正来到了我

们眼前。近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

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成为

又一“国之重器”，开启了我国深海探测

的新纪元。

　　我们为何总是向往深海？“海底两

万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纵向维度上的新探索

　　如果说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

人类在横向上认知海洋，那么21世纪则

是人类在纵向维度上对海洋的再度

探索。

　　发现了一个奇妙世界。我们发现，

深海世界拥有着与陆地不同的运行法

则 ，超 乎 我 们 的 想 象 ，颠 覆 我 们 的

认知。

　　它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深海鱼

类、婀娜多姿的冷水珊瑚和神奇的冷泉

绿洲……我们曾深信“万物生长靠太

阳”，然而在深海这片“黑暗之地”，众生

不需要阳光，而是从化学反应中获取生

命能量。它们构建了一个与陆地生物

系统完全不同的“深部生物圈”，刷新了

我们对生命的传统认识。

　　它神秘莫测。在这里，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极其缓慢，生殖周期长达千年乃

至万年，拥有让人艳羡的“长寿基因”；

在万米深海，海参为了适应环境会把身

形缩小、通体白化透明，甚至把支撑躯

干的骨针都退化掉……

　　构建了一个探测体系。深潜、深

钻、深网是深海探测领域的三大手段，

即深潜探索、大洋钻探和深网观测。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一艘具备

11000米钻探能力的科考钻探船，代表

中国在这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她的入列，也是我国“三深”深海探测技

术迅猛发展的又一明证。

　　2020年，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坐

底马里亚纳海沟，让我们“见识”了万米

之下的深海秘境；截至今年9月，载人潜

水器“蛟龙”号已在太平洋、印度洋、大

西洋完成300次下潜任务，累计搭载900

人次下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构建

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西太平洋实时科学

观测网，实现深海数据的“现场直播”；

正在建设的“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将

在我国东海和南海典型海域实现多界

面立体综合观测……

　　突破了一些世界难题。“人类对海

底的认识，并不比对月球更深刻。”很

多人不知道，人类对于深海的研究和认

知比对太空的认知还要少，目前进入深

海的人数也远远低于进入太空的人

数。我们“下五洋捉鳖”的能力尚不如

“上九天揽月”。

　　以大洋钻探为例。有人说，“10000

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上世纪50年

代，美国发起大洋钻探时的首要目标就

是打穿地壳，采到原位地幔样品。21世

纪初日本建成“地球号”大洋钻探船，下

水时的口号就是去“打穿地壳”，但这项

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可以说，大洋钻探

船“梦想”号承载着国际科学界“打穿莫

霍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

  深海“寻宝”之路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执着地挺进深

海？是因为比起中国神话中“龙宫”的

金碧辉煌，现实中的深海世界比传说中

的“龙宫”还要“富有”。

　　“寻宝”之路，大国竞争走向深海。

近年来，全球约70%的重大油气发现来

自水深超1000米的海域。海底锰、镍储

量都可供人类使用近两万年。制造锂

电池的核心金属钴，海底储量占全球总

储量的80%以上。深海可燃冰里蕴藏的

天然气是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数十

倍……探测深海，就像“寻宝”。

　　20世纪后期，大国深海勘探进入

“圈地运动”时期。按照国际惯例，深海

勘探奉行“平行开发”原则。海底矿区

一半归国际海底管理局托管，另一半归

勘探发现者，谁能寻到，谁就有了专属

勘探权和商业开发权。

　　深海探测、开发技术的发展，让中

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深海资源

治理中。作为“海洋重镇”，青岛在这一

进程中“当仁不让”：亚洲首艘圆筒型

FPSO、世界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

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我国首座自

主研制的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业养

殖装备“深蓝1号”“深蓝2号”……“青岛

造”深海开发领域的“国之重器”不断

亮相。

　　探秘之路，科学研究的全新舞台。

深海生物具有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

有的能适应高温高压，有的能在还原缺

氧环境下繁盛，有的身怀惊人的长寿

“秘籍”，“寿命”以万年计算……对人类

而言，这些含有特殊功能的生物基因是

“无价之宝”，可以为人类疾病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基因资源也已成为深海生物

资源开发的全新方向。

　　另外，深海生物中的一些化合物可

用于制药和化妆品等领域。许多深海

生物酶可以在极端条件下工作，为开发

新型工业催化剂提供了可能。在青岛，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正在全力推进

国家深海基因库、深海大数据中心和深

海标本样品馆三大国家平台建设。

　　探索深海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

海洋的奥秘、地球的奥秘。生命起源、

地球演化、极端气候变化等科学领域的

研究都离不开深海。

  我们还是小学生

　　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

品先认为，人类的深海开发历史只有几

十年，手段尚处于“渔猎时代”，在深海

面前我们应永葆敬畏之心。

　　陆地“淘金”式的开发不适用深海，

深海开发尤需“慢动作”。

　　与陆地不同，深海生物演变进化往

往比陆地慢几个量级。比如，深水珊瑚

上千年才长一株，锰结核百万年才长几

厘米。深海资源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深 海 生 态 的 破 坏 后 果 也 远 比 陆 地

严重。

　　当前，深海探索的首要任务是发展

深海科技，绝不能带着“淘金”的狂热竭

泽而渔、“挖空”深海，而应通过科技发

展促进海洋的开发与保护。

　　深海神秘也危险，大量技术上的挑

战还在前方。

　　当下，人类在深海面前还是小学

生，我们对深海海底地形的了解甚至还

不如火星表面。

　　日本万米级无人深潜器“海沟”号

曾是世界深潜器的翘楚，却因缆绳断裂

于2003年在太平洋永远消失；2010年，

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

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造成了史上最

严重的海上事故。可见，深海探索面临

极高的科技风险，技术故障引发的意外

需要付出经济、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

　　即便面临千难万险，我们也要执着

坚定地走向深海。

　　近期，在深海探测方面，我国频频

传出好消息。除了大洋钻探船“梦想”

号正式入列，我国科学家还宣布已完成

八条全球主要海沟深渊的载人深潜科

考，创造了多项世界载人深潜作业和科

考新纪录。

　　我国深海油田勘探开发也进入“快

车道”。比如，建成莺琼盆地“深海一

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珠江口“深蓝探

索”智能深水钻井平台，“蓝鲸1号”在南

海成功试采可燃冰。

　　“我们都不知道海底究竟有什么，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深广和神秘。”深海探

测技术就像那艘“鹦鹉螺号”潜水艇，载着

人类驶向深海，也不断驶向那个“海底

两万里”的梦想。 (转自青岛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