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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海洋不仅是地球最早的生命发源地，而且为地球的绝大多数物种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影响着地球上物种的生存。

海洋面积辽阔，储水量巨大，因而长期以来是地球上最稳定的生态系

统。由陆地流入海洋的各种物质被海洋接纳，而海洋本身却没有发生显著

的变化。然而近几十年，随着世界工业的发展，海洋的污染也日趋严重，

使局部海域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海洋的污染主要是发生在靠近大陆的海湾。由于密集的人口和工业，

大量的废水和固体废物倾入海水，加上海岸曲折造成水流交换不畅，使得

海水的温度、pH 值、含盐量、透明度、生物种类和数量等性状发生改变，

对海洋的生态平衡构成危害。目前，海洋污染突出表现为石油污染、赤潮、

有毒物质累积、塑料污染、核污染等几个方面; 污染最严重的海域有波罗

的海、地中海、东京湾、纽约湾、墨西哥湾等。就国家来说，沿海污染严

重的是日本、美国、西欧诸国和前苏联国家。我国的渤海湾、黄海、东海

和南海的污染状况也相当严重，虽然汞、镉、铅的浓度总体上尚在标准允

许范围之内，但已有局部的超标区; 石油和 COD 在各海域中有超标现象。

其中污染最严重的渤海，由于污染已造成渔场外迁、鱼群死亡、赤潮泛滥，

有些滩涂养殖场荒废，一些珍贵的海生资源正在消失。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我国共发生较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1250 起，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7. 5 亿元; 2008 年发生较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1301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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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 6亿元。海洋渔业污染损害事故据不完全统计，2007

年我国共发生较大突发性海洋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120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约 5. 5亿元，其中特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 经济损失在 1000 万元以上) 5

起，重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 经济损失在 100 万元以上) 13 起。2008 年共

发生较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132余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5亿元，其中特

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4起，重大渔业污染损害事故 10 起。日益严重的污染

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后果，这一问题引起了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

的政府的极大关注。为防止、控制和减少污染，在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努力下，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它们对防止、控制和减少污染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沿海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针对本国实际情况

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国际社会也针对世界海洋污染制订了一系列的国际公

约，但是，海洋环境污染的形势还是非常严重。

海洋污染的特点是，污染源多，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广，难以控制。

海洋污染造成的海水浑浊严重影响海洋植物 ( 浮游植物和海藻) 的光合作

用，从而影响海域的生产力，对鱼类也有危害。重金属和有毒有机化合物

等有毒物质在海域中累积，对海洋动物和以此为食的其他动物造成毒害。

石油污染在海洋表面形成面积广大的油膜，阻止空气中的氧气向海水中溶

解，同时石油的分解也消耗水中的溶解氧，造成海水缺氧，对海洋生物产

生危害，并祸及海鸟和人类。由于有机物污染引起的赤潮 ( 海水富营养化

的结果) ，造成海水缺氧，导致海洋生物死亡。海洋污染还会破坏海滨旅游

资源。因此，海洋污染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书将着重介绍海洋污染情况以及海洋保护的知识。希望同学们能从

自己做起，树立对海洋的保护意识。

海洋面临的污染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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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海洋

浩瀚富饶的海洋，从蔚蓝到碧绿，美丽而又壮观。它到底有多深？多

么广？海中到底有哪些宝藏？

美丽的海洋

海洋，海洋。人们总是这样说，但好多人却不知道，海和洋不完全是

一回事，它们彼此之间是不相同的。那么，它们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关

系呢？

地球上的海洋

世界海洋的总面积为３．６亿平方千米，大约占地球表面积的７０．９％。

海洋中含有１３．５亿立方千米的水，约占地球上总水量的９７．５％。全球海洋

一般被分为数个大洋和面积

较小的海。４个主要的大洋

为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

北冰洋 （有科学家又加上第

五大洋———南极海，即南极

洲附近的海域），大部分以陆

地和海底地形线为界。四大

洋在环绕南极大陆的水域即

南 极 海 （又 称 南 部 海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大片相

◆◆◆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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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传统上，南极海也被分为３个部分，分别隶属三大洋。将南极海的相应

部分包含在内，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分别占地球海水总面积的１４．２％、

２４％和２０％。重要的边缘海多分布于北半球，它们部分为大陆或岛屿包围。

最大的是北冰洋及其近海、亚洲的地中海 （介于澳大利亚与东南亚之间）、

加勒比海及其附近水域、地中海 （欧洲）、白令海、鄂霍次克海、黄海、东

海和日本海。

太平洋

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大

洋。包 括 属 海 的 面 积 为

１８１３４．４万平方千米，不包

括属海的面积为１６６２４．１万

平方千米，约占地球总面积

的１／３。从南极大陆海岸延

伸至白令海峡，跨越纬度

１３５°，南北最宽１５５００千米。

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海岸至

亚洲的马来半岛，东西最长

２１３００千米。包括属海的体

积为７１４４１万立方千米，不包括属海的体积６９６１８．９万立方千米。包括属海

的平均深度为３９３９．５米，不包括属海的平均深度为４１８７．８米，已知最大深

度１１０３４米，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内。北部以宽仅１０２千米的白令海峡为界，

东南部经南美洲的火地岛和南极洲葛兰姆地 （Ｇｒａｈａｍ　Ｌａｎｄ）之间的德雷克

（Ｄｒａｋｅ）海峡与大西洋沟通；西南部与印度洋的分界线为：从苏门答腊岛

经爪哇岛至帝汶岛，再经帝汶海至澳大利亚的伦敦德里 （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ｒｒｙ）

角，再从澳大利亚南部经巴斯海峡，由塔斯马尼亚岛直抵南极大陆。由于

地球上主要山系的布局，注入太平洋河流的水量仅占全世界河流注入海洋

总水量的１／７。在太平洋水系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及东南亚的河流。

太平洋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它是由大航海家麦哲伦及其船

队首先叫开的。１５１９年９月２０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２７０名水手组

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的塞维尔启航，西渡大西洋，他们要找到一条通往印

海洋面临的污染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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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家麦哲伦

度和中国的新航路。１２月１３日船

队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湾稍作休

整后，便向南进发，１５２０年３月到

达圣朱利安港。此后，船队发生了

内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麦哲伦

镇压了西班牙船队发起的叛乱，船

队继续南下。他们顶着惊涛骇浪，

吃尽了苦头，到达了南美洲的南

端，进入了一个海峡。这个后来以

麦哲伦命名的海峡更为险恶，到处

是狂风巨浪和险礁暗滩。又经过３８

天的艰苦奋战，船队终于到达了麦

哲伦海峡的西端，然而此时船队仅

剩下３条船了，队员也损失了一

半。又经过３个月的艰苦航行，船队从南美越过关岛，来到菲律宾群岛。这

段航程再也没有遇到一次风浪，海面十分平静，原来船队已经进入赤道无

风带。饱受了先前滔天巨浪之苦的船员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个太平洋啊！”

从此，人们把美洲、亚洲、大洋洲之间的这片大洋称为 “太平洋”。

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古名阿特拉斯海，名称起源于希腊神话中的

双肩负天的大力士神阿特拉斯。位于欧洲、非洲与北美、南美之间，北接

北冰洋，南接南极洲，西南以通过合恩角 （Ｃａｐｅ　Ｈｏｒｎ）的经线 （西经６７°）

与太平洋为界，东南以通过厄加勒斯角 （Ｃａｐｅ　Ａｇｕｌｈａｓ）的经线 （东经２０°）

与印度洋为界。包括属海的面积为９４３１．４万平方千米，不包括属海的面积

为８６５５．７万平方千米。包括属海的体积为３３２７１万立方千米，不包括属海

的体积为３２３３６．９万立方千米。包括属海的平均深度为３５７５．４米，不及太

平洋和印度洋，不包括属海的平均深度为３７３５．９米，已知最大深度为

９２１８米。

英语大西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一词，源于希腊语词，意谓希腊神话中擎天巨

神阿特拉斯 （Ａｔｌａｓ）之海。按拉丁语，大西洋称为 Ｍａｒ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ｕｍ，希腊

◆◆◆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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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

语的拉丁化形式为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原指

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至加那利群岛

之间的海域，以后泛指整个海域。

在有些拉丁语的文献中，大西洋也

称为 Ｏｃｅａｎｕ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意即

西方大洋。

古代对大西洋的有关知识，

均载于托勒密的地图里。１４４０～

１５４０年间，大西洋上的几乎全部

岛屿以及大洋的陆界基本测绘清

楚。１８１９～１８２１年间，发现南极

大陆及其周围的岛屿。１７７０年，

Ｂ·富兰克林组织编绘的北大西洋

海流图 （主要描述了湾流的路径）

制版付印。１９世纪以后，进入海

洋学调查研究阶段。在各国组织的调查中，较重要的有英国的 “挑战者”

号 （１８７２～１８７６）、 “发现”号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和１９２９～１９３８），俄国的 “勇

士”号 （１８８６～１８８９），德国的 “羚羊”号 （１８７４～１８７６）和 “流星”号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等考察活动，以及美国海岸及大地测量局对湾流的调查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大西洋进行了海—气相互作用联合研究 （Ｊａｓｉｎ）、

多边形—中大洋动力学实验 （ＰＯＬＹＭＯＤＥ）、全球大气研究计划大西洋热

带实验 （ＧＡＴＥ）和法摩斯计划 （ＦＡＭＯＵＳ）等专题调查和海上现场试验，

使人们对大西洋有了更多的了解。

印度洋是世界的第三大洋。位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之间。

包括属海的面积为７４１１．８万平方千米，不包括属海的面积为７３４２．７万平方

千米，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２０％。包括属海的体积为２８４６０．８万立方千

米，不包括属海的体积为２８４３４万立方千米。印度洋的平均深度仅次于太平

洋，位居第二，包括属海的平均深度为３８３９．９米，不包括属海的平均深度

为３８７２．４米。其北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西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

海洋面临的污染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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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

岛；南为南极洲。与大西洋的分界

线：从 非 洲 南 端 的 厄 加 勒 斯 角

（Ｃａｐｅ　Ａｇｕｌｈａｓ）向南，沿东经２０°

线直抵南极大陆。与太平洋的分界

线：东南部从塔斯马尼亚岛的东南

角向南，沿东经１４６°５１′线至南极

大陆。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

亚大陆之间的巴斯 （Ｂａｓｓ）海峡是

两大洋分界处，然而巴斯海峡究应

划归太平洋或印度洋，学者的意见

不一。东北部的分界线较难画定，

有一些学者认为它经过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之间的托雷斯 （Ｔｏｒｒｅｓ）海

峡，再由阿迪 （Ａｄｉ）岛经小巽他群岛 （努沙登加拉群岛）和爪哇岛的南

部，越巽他海峡至苏门答腊岛；但有的学者认为阿拉弗拉海和帝汶海应属

太平洋，不应划入印度洋。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之间，有的主张以新加

坡为界，有的主张以佩德罗角 （Ｃａｐｅ　Ｐｅｄｒｏ）向东北延伸划界，将马六甲海

峡划入太平洋。

印度洋最深处在阿米兰特群岛西侧的阿米兰特海沟，深９０７４ｍ。印度

洋东、西、南三面海岸陡峭而平直，没有突出的边缘海和内海。与亚洲相

濒临的印度洋的北部，因受亚洲西部和南部岛屿、半岛的分隔，形成许多

边缘海、内海、海湾和海峡。主要边缘海有安达曼海、阿拉伯海；主要内

海有红海；海湾有孟加拉湾、阿曼湾、亚丁湾；主要海峡有曼德海峡、霍

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

北冰洋是世界第四大洋。它以北极为中心，介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之间，为三洲所环抱，近于半封闭。通过挪威海、格陵兰海和巴芬湾同大

西洋连接，并以狭窄的白令海峡沟通太平洋。在亚洲与北美洲之间有白令

海峡通太平洋，在欧洲与北美洲之间以冰岛—法罗海槛和威维亚·汤姆逊

海岭与大西洋分界，有丹麦海峡及北美洲东北部的史密斯海峡与大西洋

◆◆◆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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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

相通。

北冰洋的名字源于希腊

语，意即正对大熊星座的海

洋。１６５０年，德国地理学家

Ｂ·瓦伦纽斯首先把它划成

独 立 的 海 洋，称 大 北 洋；

１８４５年伦敦地理学会命名为

北冰洋。改为北冰洋一则是

因为它在四大洋中位置最北，

再则是因为该地区气候严寒，

洋面上常年覆有冰层，所以人们称它为北冰洋。

北冰洋面积为１３１０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太平洋面积的１／１４，约占世

界海洋总面积４．１％，是地球上四大洋中最小最浅的洋。有三条横贯海底的

海岭。中央一条叫罗蒙诺索夫海岭 （Ｌｏｍｏｎｏｓｏｖ　Ｒｉｄｇｅ），从埃尔斯米尔岛

延伸到新西伯利亚群岛，长１７６０千米，宽６０～１９０千米，平均高３０５０米，

深９００～１６５０米；把北极海盆分为欧亚海盆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Ｂａｓｉｎ）与美亚海盆

（Ａｍｅｒａｓｉａ　Ｂａｓｉｎ）。欧亚海盆被一条从大西洋海脊展伸过来的南森海底山脉

（Ｎａｎｓｅｎ　Ｃｏｒｄｉｌｌｅｒａ）分为南森海盆和弗拉姆海盆 （Ｆｒａｍ　Ｂａｓｉｎ）。美亚海盆

被阿尔法海底山脉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ｒｄｉｌｌｅｒａ）分为马卡罗夫海盆 （Ｍａｋａｒｏｖ　Ｂａｓｉｎ）

和加拿大海盆。

丰富的海洋资源

海洋资源指形成和存在于海水或海洋中的有关资源。包括海水中生存

的生物，溶解于海水中的化学元素，海水波浪、潮汐及海流所产生的能量、

贮存的热量，滨海、大陆架及深海海底所蕴藏的矿产资源，以及海水所形

成的压力差、浓度差等。广义的还包括海洋提供给人们生产、生活和娱乐

的一切空间和设施。

按资源性质或功能分为海洋生物资源和水域资源。世界水产品中的

海洋面临的污染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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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左右产于海洋。以鱼类为主体，占世界海洋水产品总量的８０％以上，

还有丰富的藻类资源。海水中含有丰富的海水化学资源，已发现的海水化

学物质有８０多种。其中，１１种元素 （氯、钠、镁、钾、硫、钙、溴、碳、

锶、硼和氟）占海水中溶解物质总量９９．８％以上，可提取的化学物质达５０

多种。由于海水运动产生海洋动力资源，主要有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

及海水因温差和盐差而引起的温差能与盐差能等。估计全球海水温差能的

可利用功率达１００×１０８ 千瓦，潮汐能、波浪能、河流能及海水盐差能等可

再生功率在１０×１０８ 千瓦左右。

油气资源

人类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多。在当代，石油在

能源中发挥第一位的作用。但是，由于比较容易开采的陆地上的一些大油

田，有的业已告罄，有的濒于枯竭。为此，近２０～３０年来，世界上不少国

家正在花大力气来发展海洋石油工业。

探测结果表明，世界石油资源储量为１００００亿吨，可开采量约３０００亿

吨，其中海底储量为１３００亿吨。

中国有浅海大陆架近２００万平方千米。通过海底油田地质调查，先后发

现了渤海、南黄海、东海、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以及台湾浅滩等７个大

型盆地。其中东海海底蕴藏量之丰富，堪与欧洲的北海油田相媲美。

东海平湖油气田是中国东海发现的第一个中型油气田，位于上海东南

４２０千米处。它是以天然气为主的中型油气田，深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米。据有关

专家估计，天然气储量为２６０亿立方米，凝析油４７４万吨，轻质原油８７４

万吨。

矿产资源

海洋蕴藏着８０多种化学元素。有人计算过，如果将１立方千米海水中

溶解的物质全部提取出来，除了９．９４亿吨淡水以外，可生产食盐３０５２万

吨、镁２３６．９万吨、石膏２４４．２万吨、钾８２．５万吨、溴６．７万吨，以及碘、

铀、金、银等等，由此可见海洋资源的价值。

◆◆◆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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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资源

位于近海水域自然生长的海藻，年产量已相当于目前世界年产小麦总

量的１５倍以上。如果把这些藻类加工成食品，就能为人们提供充足的蛋白

质、多种维生素以及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海洋中还有丰富的肉眼看不见的

浮游生物，加工成食品，足可满足３００亿人的需要。海洋中还有众多的鱼

虾，真是人类未来的粮仓。

海洋中的鱼和贝类能够为人类提供滋味鲜美、营养丰富的蛋白食物。

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的最重要的物质，它是生命的基础。现在人类消

耗的蛋白质中，由海洋提供的不过５％～１０％。令人焦虑的是，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海洋捕鱼量一直徘徊不前，有不少品种已经呈现枯竭现象。用

一句民间的话来说，现在人类把黄鱼的孙子都吃得差不多了。要使海洋成

为名副其实的粮仓，鱼鲜产量至少要比现在增加１０倍才行。美国某海洋饲

养场的实验表明，大幅度地提高鱼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在自然界中，存在着数不清的食物链。在海洋中，有了海藻就有贝类，

有了贝类就有小鱼乃至大鱼……海洋的总面积比陆地要大１倍多，世界上屈

指可数的渔场，大抵都在近海。这是因为，藻生长需要阳光和硅、磷等化

合物，这些条件只有接近陆地的近海才具备。海洋调查表明，在１０００米以

下的深海水中，硅、磷等含量十分丰富，只是它们浮不到温暖的表面层。

因此，只有少数范围不大的海域，那儿由于自然力的作用，深海水自动上

升到表面层，从而使这些海域海藻丛生，鱼群密集，成为不可多得的渔场。

海洋学家们从这些海域受到了启发，他们利用回升流的原理，在那些

光照强烈的海区，用人工方法把深海水抽到表面层，而后在那儿培植海藻，

再用海藻饲养贝类，并把加工后的贝类饲养龙虾。令人惊喜的是，这一系

列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有关专家乐观地指出，海洋粮仓的潜力是很大的。目前，产量最高的

陆地农作物每公顷的年产量折合成蛋白质计算，只有０．７１吨。而科学试验

中同样面积的海水饲养产量最高可达２７．８吨，具有商业竞争能力的产量也

有１６．７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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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科学实验到实际生产将会面临许许多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

是从１０００米以下的深海中抽水需要相当数量的电力。这么庞大的电力从何

而来？显然，在当今条件下，这些能源需要量还无法满足。

不过，科学家们还是找到了窍门：他们准备利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表

面层和深海的水温差来发电。这就是所谓的海水温差发电。这就是说，设

计的海洋饲养场将和海水温差发电站联合在一起。

据有关科学家计算，由于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光照强烈，在这一海区，

可供发电的温水多达６２５０万亿立方米。如果人们每次用１％的温水发电，

再抽同样数量的深海水用于冷却，将这一电力用于饲养，每年可得各类海

鲜７．５亿吨。它相当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人类消耗的鱼、肉总量的４倍。

通过这些简单的计算，不难看出，海洋成为人类未来的粮仓，是完全

可行的。

海水能源

浩瀚的大海，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真正意义上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海洋能源。它既不同于海底所储存的煤、石油、天然气等海底

能源资源，也不同于溶于水中的铀、镁、锂、重水等化学能源资源。它有

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形态，就是用潮汐、波浪、海流、温度差、盐度差等方

式表达的动能、势能、热能、物理化学能等能源。直接地说就是潮汐能、

波浪能、海水温差能、海流能及盐度差能等。这是一种 “再生性能源”，永

远不会枯竭，也不会造成任何污染。

潮汐能就是潮汐运动时产生的能量，是人类利用最早的海洋动力资源。

中国在唐朝沿海地区就出现了利用潮汐来推磨的小作坊。后来，到了１１～

１２世纪，法、英等国也出现了潮汐磨坊。到了２０世纪，潮汐能的魅力达到

了高峰，人们开始懂得利用海水上涨下落的潮差能来发电。据估计，全世

界的海洋潮汐能有２０亿多千瓦，每年可发电１２４００万亿度。

目前，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潮汐发电厂就处于法国的英吉利海峡

的朗斯河河口，年供电量达５．４４亿度。一些专家断言，未来无污染的廉价

能源是永恒的潮汐。而另一些专家则着眼于普遍存在的，浮泛在全球潮汐

◆◆◆辽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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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波浪。波浪能主要是由风的作用引起的海水沿水平方向周期性运动

而产生的能量。

波浪能是巨大的，一个巨浪就可以把１３吨重的岩石抛出２０米高，一个

波高５米、波长１００米的海浪，在１米长的波峰片上就具有３１２０千瓦的能

量，由此可以想象整个海洋的波浪所具有的能量该是多么惊人。据计算，

全球海洋的波浪能达７００亿千瓦，可供开发利用的为２０亿～３０亿千瓦。每

年发电量可达９万亿度。

除了潮汐与波浪能，海流可以做出贡献，由于海流遍布大洋，纵横交

错，川流不息，所以它们蕴藏的能量也是可观的。例如世界上最大的暖

流———墨西哥洋流，在流经北欧时为１厘米长海岸线上提供的热量大约相当

于燃烧６００吨煤的热量。据估算，世界上可利用的海流能约为０．５亿千瓦。

而且利用海流发电并不复杂。因此要海流做出贡献还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当然也是冒险的事业。把温度的差异作为海洋能源的想法倒是很奇妙。这

就是海洋温差能，又叫海洋热能。由于海水是一种热容量很大的物质，海

洋的体积又如此之大，所以海水容纳的热量是巨大的。这些热能主要来自

太阳辐射，另外还有地球内部向海水放出的热量；海水中放射性物质的放

热；海流摩擦产生的热，以及其他天体的辐射能，但９９．９９％来自太阳辐

射。因此，海水热能随着海域位置的不同而差别较大。海洋热能是电能的

来源之一，可转换为电能的为２０亿千瓦。但１８８１年法国科学家德尔松石首

次大胆提出海水发电的设想竟被埋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１９２６年，他的学

生克劳德才实现了老师的夙愿。

此外，在江河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之间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盐度差能。

全世界可利用的盐度差能约２６亿千瓦，其能量甚至比温差能还要大。盐差

能发电原理，实际上是利用浓溶液扩散到稀溶液中释放出的能量。由此可

见，海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海水不枯竭，其能量就生生不息。作

为新能源，海洋能源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兴趣。

海洋的开发利用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成倍地增长，陆地地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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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产资源储量逐渐减少，有的趋向枯竭，丰富的海底矿产资源将成为２１

世纪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基地。

海底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从近岸海底到大洋深处，从海底表层到海底

岩石以下几千米深处，无不有矿物分布。而且矿种繁多，从固体矿产到液

体矿产和气体矿产均有。不少矿产其分布规模之大，储量之丰富是陆地所

不及的。

海底石油

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据统计，世界近海海底已探明

的石油可采储量为２２０亿吨，天然气储最为１７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石

油和天然气探明总可储量的２４％和２３％。

海上石油平台

海底有石油，这在过去是不好理解的。自从１９世纪末海底发现石油以

后，科学家研究了石油生成的理论。在中、新生代，海底板块和大陆板块

相挤压，形成许多沉积盆地，在这些盆地形成几千米厚的沉积物。这些沉

积物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的遗体 （它们在特定的有利环境中大量繁殖），以

及河流从陆地带来的有机质。这些沉积物被沉积的泥沙埋藏在海底，构造

运动使盆地岩石变形，形成断块和背斜。伴随着构造运动而发生岩浆活动，

产生大量热能，加速有机质转化为石油，并在圈闭中聚集和保存，成为现

今的陆架油田。

我国沿海和各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是世界海洋油气资源丰富的

国家之一。

渤海是我国第一个开发

的海底油田。渤海大陆架是

华北沉降堆积的中心，大部

分发现的新生代沉积物厚达

４０００ 米，最厚达 ７０００ 米。

这是很厚的海陆交互层，周

围陆上的大量有机质和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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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其中，渤海的沉积又是在新生代第三纪适于海洋生物繁殖的高温气候

下进行的，这对油气的生成极为有利。由于断陷伴随褶皱，产生一系列的

背斜带和构造带，形成各种类型的油气藏。东海大陆架宽广，沉积厚度大

于２００米。

南海大陆架，是一个很大的沉积盆地，新生代地层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米，有

的达６０００～７０００米，具有良好的生油和储油岩系。生油岩层厚达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米，经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大致２３０亿～３００亿吨，约

占中国总资源量的１／３；天然气储量８０００亿立方米，是世界海底石油的富

集区，有 “第二个波斯湾”之称。

海上石油资源开发利用，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在海上寻找和

开采石油的条件与在陆地上不同，技术手段要比陆地上的复杂一些，建设

投资比陆地上的高，风险要比陆地上的大，因此，当今世界海洋石油开发

活动，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国际合作的方式。

我国为了加快海上石油资源开发，明确规定我国拥有石油资源的所有

权和管辖权；合作区的海域和资源、产品属我国所有；合作区的海域和面

积大小以及选择合作对象，都由我国决定等一系列维护我国主权和利益的

条款。合理利用外资和技术，已成为加速海上石油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海底矿产

海底矿产

海洋除了前面提到的石油、天然气外，还蕴藏着丰富的金属和非金属

矿。至今巳发现海底蕴藏的

多金属结核矿、磷矿、贵金

属和稀有元素砂矿，硫化矿

等矿产资源达６０００亿吨。若

把太平洋蕴藏的１６０多亿吨

多金属结核矿开采出来，其

镍可供全世界使用２万年，

钴使用３４万年，锰使用１８

万年，铜使用１０００年。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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