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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我国海洋科学家首次乘“蛟龙”号下潜南海冷泉区进行科考,获三

大突破，创三项之最，发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采集到“烟囱”样

本 

 南黄海陆架区最深科学钻孔，为探讨新生代地史演化、亚洲季风、

海陆变迁及其环境效应等提供科学依据 

 大洋钻探计划在海底地质构造、物理化学、海底热液、成矿作用、

环境变化、生物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等，取得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 

 地球早期氧气突破增多，导致“大氧化事件”发生，“蓝藻”菌的

光合作用及其进化，大气层才有了氧气 

 我国富钴结壳矿区申请获国际海底管理局核准·我国研发 4500 米级深海资

源勘查系统·万吨级海水淡化设备日产水 3万吨·河南发现一大型地热田·我

国地球深部找铀深钻 2818m 创纪录 

 多因素综合作用使冰期大型动物灭绝·芬兰研究新技术可从海水中淘金·英

科研小组在南极三千米冰层探寻生命迹象·马尔代夫将建人造漂浮岛·太平

洋海底沉积物中发现古真菌存在证据·冲绳近海发现大规模海底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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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乘“蛟龙”探海底世界 

2013 年 6 月 17 日，9：54'“蛟龙”号潜航员叶聪、杨波、刘开周下潜南海

冷泉区海洋生物群落“做客”。此次潜航主要是对潜水器进行检查和测试，以确

认“蛟龙”号的技术状态。测试结果表明，其状态非常稳定和良好。潜航过程中

有一段从山底一直爬到 300 多米的山顶进行现场观察。于 16：30'成功回收。现

场总指挥刘峰主任说：“这是载人潜水器第一次在这个海域搜寻到了冷泉区，发

现了大量的贻贝、蜘蛛蟹等海底生物，为深海生物群落和冷泉区的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支撑。” 

1. 6月18日   

执行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的“蛟龙”号，上午8时搭载第一位科学家、同济

大学周怀阳教授下潜冷泉区考察，16时30分左右返回母船“向阳红09”。周教授

说：“今天在海底看到了非常壮观的景象，相信有了‘蛟龙’我们能有更多的发

现，更好地了解深海的奥秘。相对于几千米深的海底来说，冷泉区就好比是‘沙

漠里面的绿洲’，海底冷泉区的生物多样性是科学家争相研究的热门课题。这次

发现这么多海底冷泉区生物没有遗憾了，也终于圆了我的深海梦。” 

本次是“蛟龙”号第54次下潜，由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唐嘉陵担任

主驾驶，中科院声学所张东升负责测试潜水器定位系统，周怀阳在海底观察冷泉

区的实况。该潜次的任务是以长基线定位系统性能验证为主，首次塔载科学家下

潜，采集冷泉区样品和获取海底相关环境参数。共计采到88个双壳类生物、18

个毛瓷蟹、7个帽贝和2块碳酸盐岩“烟囱”样本。 

2. 6月19日   

“蛟龙”号9：42'左右再次下潜冷泉区，水下作业约7小时，于17时左右回

收至母船甲板，本次下潜深度1326m。该55潜次搭载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邱建文，

他说：“海底世界太精彩了，在海底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每分每秒都有新发现，

而且冷泉区与自己平时想象的不一样，与浅水区的生物群落一样密集。”这次不

仅开展了海底巡航观测、标志物布放、高精度摄像、采样生物、水样和地质取样，

还取到1只蜘蛛蟹、1株珊瑚、1块石笋状白色样品（疑似玻璃海绵）、4管沉积物

样、1条多毛类蠕虫、1只铠甲虾、1只长额虾、80个双壳生物（贻贝）、26只毛瓷

蟹以及约1公斤重的碳酸盐岩样本。本潜次超额完成了在冷泉区取样和高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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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预定任务。 

3. 6 月 20 日   

是“蛟龙”号 17～20 日连续 4 天 4 次在同一地点针对科学目标开展的系统

科学考察，也是搭载首位女“乘客”—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杨群

慧下潜。这个潜次的主要任务是在冷泉区取水样、海底地形测绘和高清视频记录

等。不仅进行了海底巡航观测、标志物布放、微地形地貌测绘、冷泉区（生物、

水和地质）取样等水下作业，还拍摄到大量海底高清视频，特别是捕获到的蜘蛛

蟹、冷珊瑚、多毛类蠕虫、铠甲虾、双壳类生物、毛瓷蟹等深海生物让人大开眼

界。这些成果为海洋科学界进一步开展南海冷泉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技术

保障。 

杨群慧副教授有丰富的深海科考经验，2010 年她曾搭乘美国 Alvin 号考察

胡安·德富卡热泉区。她说：“到冷泉区还是第一次。期望以后更多新开发的原

位传感器可以被‘蛟龙’号带入深海作业，从而更方便地帮助科学家进行深海科

学探索。” 

4. 6 月 27 日   

9：00～17：00“蛟龙“号（潜航员叶聪、杨波、刘开周）在南海海山区首

次工程性下潜（深度 4000m），进行超短基线和长基线的定位系统校对和测试工

作。此次作业的海山区为一个无名的小型死火山，现场指挥部把它命名为“蛟龙

海山”。据介绍，该死火山是了解我国南海基底地质的一个“窗口”，对其进行

观察研究有利于认识南海的形成机理及演化过程。 

本航段科学团队负责人周怀阳教授表示，此次“蛟龙”号在海山区进行下潜

的科考意义有 4点：一是通过对海山岩石样品的测年、成分分析及对时空变化的

分析，可以对南海形成的时间、方式和物质来源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二是通

过对海山构造和岩相精细分布的研究，可以了解海山形成的方式，并划分出火山

活动的期次；三是在不同水深和位置上的海山岩石表面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沉积

物，铁锰结核、结壳，以及不同类群的大型生物，值得科学家进行观测和研究；

四是对水深 3000～4000m 的海山开展作业，有助于进一步锻炼队伍，提升深潜技

术水平，为今后在洋中脊复杂地形区开展作业做好工程技术准备。 

5. 7 月 3～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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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李正新研究员搭载“蛟龙”号进行“蛟龙海山”区

的首次科学考察，并拍下了火山岩石峭壁上的一些罕见不知名的深海“怪物”（可

能是环节生物的一种）。 

5 日 9：10'，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质与地球化学专家随“蛟龙”号下潜

到 3616m 的“蛟龙海山”区采集到铁锰结壳和大量深海生物，包括白色、红色、

紫色 3只彩色海参、一个玻璃海绵和大量小虾等。这个海山区生物数量虽然不多，

但种类却不少，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在巡航中拾取一些松动或散落在海底沉积

物中的火山岩石碎块。 

8 日，“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一航段预定 8次下潜任务顺利完成，

返回南海 1号冷泉区。继续在冷泉区采取生物、海底沉积物、碳酸盐岩和海底气

体样品。同时，“蛟龙”号此次下潜还携带了海底温度梯度仪，在此前发现玻璃

海绵的海区，测量海底沉积物是否存在温度梯度异常，以此判断该区域是否存在

甲烷气体泄漏点。 

10 日，“蛟龙”号在南海完成了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的第 10 次下潜，也是

南海航段的最后一次下潜。当天在冷泉区北部下潜目的是探索这一海底区域的地

质特征和生态系统。该区是一个凸起的小山包全部被沉积物覆盖，有零星海参和

海绵等生物分布。由于该区海流太大，因此未能采到样品。 

6. 三大突破创“三最” 

“蛟龙”号圆满并超额完成了南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一航段预定任务。

不仅完成了长基线定位系统测试，取得了大量海底样品，还实现了自身三大突破，

创下“三最”。 

 6 月 17～20 日，“蛟龙”号连续 4 天下潜 4 次，也创造了其连续下潜的

新纪录。从前的海上试验段最多连续 2天下潜 2天。 

 7 月 10 日，唐嘉陵驾驶“蛟龙”号在海底航行 6.6km，创造了自 2009

年海上试验以来海底航行的最长纪录。“蛟龙”号除了定深、定向航行外，还能

定速航行，这些功能在世界载人潜水器中属于先进技术。 

 6 月 19 日，“蛟龙”号在南海冷泉区采集到各类样品共计 117 件（见前 6

月 19 日），这是自海上试验以来单次下潜采集样品最多的一次。 

“蛟龙”号将再度赴东北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和西北太平洋海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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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第二、第三航段的科考任务。 

  

     
——综合《中国海洋报》、www.ndsc.org.cn 

 

 

南黄海陆架区最深科学钻的意义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牵头承担的《大陆架科学钻探

工程项目(CGS-CSDP)》，最近结束了南黄海陆架区科学钻孔CS-DP-01孔的海上钻

探作业，终孔至300.1m，顺利实现钻穿海底第四纪地层的预定目标。 

1. 大陆架科学钻探的意义 

项目负责人张训华研究员介绍说，此次钻探靶区选在南黄海陆架区，目标就

是“打穿第四纪”，建立相对比较完全的地层序列，成为中国东部陆架区第四纪

标准剖面之一，逐步开展南黄海中部第四纪以来的高分辨率地层层序、沉积历史、

海平面变化和古气候变化等研究。此外，本次钻探对深入研究晚上新世以来中国

（亚洲）东部宏观环境演化、亚洲内陆干旱化的耦合关系以及黄河巨型水系发育

等重大科学问题也都具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这次实施的大陆架科学钻探总进尺超过300m，总取芯率达到80%以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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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东部陆架区最深的全取芯科学钻孔，也是陆架区所获取的第四纪全

岩芯的首钻，不仅为近海海域第四系全取芯地质深孔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更重

要是为实现我国陆架海第四纪科学研究的新突破提供了珍贵样品，具有里程碑式

的科学意义。 

2. 精心组织、精心施工 

钻探实施前，青岛所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对南黄海陆架区多道地震资料进行了

精细处理与解释，预测了钻遇层位和岩性。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单道地震外业调

查和剖面解释，经深入分析和反复论证，最终选取了钻孔孔位。承担本次钻探任

务的中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也做了精心准备，对钻机、钻

具、钻探工艺和船舶的锚链等系统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提出了多项创新性方案

和技术改造。 

在钻孔施工过程中，项目组技术人员紧密配合，共同研究钻探施工工艺，准

确把握孔内岩性层位，及时调整泥浆配比护孔，确保了圆满完成施工任务。该首

钻外业工作评审验收专家一致认为，CSDP-01孔班报等各项记录及时、准确、齐

全，岩芯采取率和岩芯质量均达到了设计要求，给予优秀级。 

 

3. 海陆对比全球变化 

大陆架是全球海陆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对全球性地质事件的响应

也最为敏感，是进行海陆地质对比研究的桥粱和纽带。《大陆架科学钻探工程》

旨在通过陆架钻探取芯探讨我国（亚洲地区）新生代地质演化历史中的构造运动

和地貌演化、陆架沉积物从源到汇、亚洲季风形成与演化、海陆变迁及其环境效

应等关键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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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以上地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陆架区获取较完整的地质记录。但是，此

前我国陆架浅海地区最深的取芯孔只揭露了200m以内的陆架地层，大多数地质钻

孔孔深小于100m。因此，亟须获得深钻以填补此项空白。 

——《地质调查报》、《中国科学报》 

 

 

大洋钻探的主要科技成果（上） 

自上世纪1968年开始的科学大洋钻探以来，人类在不断地扩大其调查范围

（广度和深度），突破技术上的极限。大洋盆地、海槽、海台、海隆、海山、海

脊、沟-弧-盆等被证明是研究地球上的地质构造、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及其相

互作用的一个丰富的宝库和理想的全球实施室。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壮大的国际

科学大洋钻探科学家组织，已经成功地开始对上述许多过程开始研究，这些过程

包括气候的控制作用、流体在地壳中的大规模循环、地表以及地内生命的性质、

岩石圈形成与演化的动力学等。科学大洋钻探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科技成

果。 

1. 深部生物圈和洋底下的海洋 

 深海底下微生物的广泛存在  对海底沉积物和玄武岩质洋壳的钻探发现

了一个多样而活跃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新近的取样试验表明，可以取得这些微生

物的未经污染的样品，以供实验室研究之需要。 

 洋底下冻结的甲烷矿床  大洋钻探发现了洋底下存在大量的气体水合

物，为评估它们对全球碳收支的影响、陆坡稳定性以及资源潜力提供了宝贵的信

息。目前，只有ODP/IODP才能在恒温压条件下从洋底钻取并保存气体水合物样品。 

 流体及其沿主要逆冲断层带的排放  对汇聚大陆边缘中滑脱带及逆冲断

层带的钻探验证了三维地震资料的解释结果，即流体沿断层滑移带发生迁移。这

些具有特定地球化学特征的流体有可能与逆冲断层的机制有关。 

 洋壳上部的热液流量  对海洋沉积物和洋壳剖面的钻探确定了在活动的

海底热液系统中与成矿作用有关的流体的来源、迁移轨迹、成分以及通量，也揭

示了流体循环对海水成分、洋壳变化以及深部生物圈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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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体地球旋回与地球动力学 

 验证了板块构造理论  由科学大洋钻探取得沉积物和火成岩基底样品的

年代学研究表明，洋壳的年龄随着远离扩张脊而系统地增加，从而印证了板块构

造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 

 非火山型被动大陆边缘演化与阿尔卑斯地质  伊比利亚（Iberia）张裂

边缘的钻探结果和地震资料揭示了在基本不伴随火山活动时，大陆地壳张裂、拉

张变形的新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大陆的减薄基本不伴随岩浆活动，地幔物质大

量出露，与火山型边缘迥然不同。在Iberia张裂边缘发现的地层和构造与阿尔卑

斯的地层与构造惊人地相似。 

 与大陆破裂相关的巨大火成活动区：火山型被动大陆缘  钻探表明，在

许多被动大陆边缘的多道地震反射剖面上识别出来的向海倾斜的反射层，实际上

是由一些在大陆张裂的最后阶段和洋盆开始形成阶段快速侵位的水下熔岩所构

成。在某些情况下，熔融岩浆的大量产生与顶部宽达数千公里的地幔羽有关；而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似乎又与地幔羽无关。 

 巨大火成岩区：洋底高原的起源  对两个直径为2000km，厚达35km的洋

底高原的钻探表明，洋底高原的上部地壳由若干厚达数十米的玄武质熔岩流组

成。这两个洋底高原的总体部分是在较短的地质时期内（数百万年）发生侵位的，

可能是地幔羽顶部上升的结果。这类洋底高原向大陆边缘的增生构成大陆增生的

一种独特形式，而这种形式是经典的板块构造理论所未能预测的。 

 洋壳结构及物质组成  迄今为止，有关洋壳及上地幔的认识主要来自于

地球物理观测资料、洋底拖网样品及对蛇绿岩的研究。ODP对洋底幔岩及主要洋

壳的有限钻探，既部分地验证了根据上述资料所得出的洋壳模式，同时也指出前

人估算的过去250Ma内发生在地幔、地壳和海洋之间的热量和物质能量存在较大

偏差。ODP钻探还对传统的认为洋壳的地震结构和火成结构可以直接对比的假设

提出挑战，而这一假设对于估计洋壳的成分和数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巨型硫化物矿床  对两个正在活动的、分别赋存在火山岩和沉积岩中的

海底金属硫化物矿床的钻探表明，海底硫化物矿床与陆地上的巨型硫化物矿床之

间在它们的成矿过程、矿化的规模和级别等方面可以直接类比。对海底矿床的钻

探可以为陆地上同类矿床的勘探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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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壳上的热点轨迹  对钻取的沉积物和玄武岩样品的测年研究表明，这

些年龄沿着海底火山链或火山脊出现系统的变化，验证了板块构造关于火山链成

因的假设，即它们是由岩石圈板块之下相对固定的热点所引起的。这些样品还表

明热点是由深部的地幔羽所形成的。此外，这一研究还确定了相对于下地幔的岩

石圈板块的绝对活动。沿着这些海山的古地磁分析揭示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热点之

间的相互运动。 

 汇聚边缘构造和俯冲再循环  地震成像和大洋钻探表明，汇聚边缘的构

造存在截然不同的一些类型，包括以上驮板块增生为主的边缘、大多数沉积物被

俯冲的边缘以及在上驮板块底部发生侵蚀的边缘。对下冲板片实施钻探，并且将

结果与岛弧岩浆作用进行比较，使人们对俯冲再循环开始有了定量的认识。 

 许多构造环境下的含水的地幔  对张裂被动边缘、前弧地区以及洋底扩

张中心等一些不同构造背景实施的钻探，均发现在地壳浅部出现来自地幔的蛇纹

岩。这些发现表明上地幔的变化远比先前设想的要普遍得多。（待续） 

——《Earth, Oceans and Life》（IODP，2003～2013） 

 

 

地球早期氧气突然增多之谜 

最近，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的库尔特·康豪瑟尔领导的一个科研组，

通过研究表明，在27亿年前地球上出现单细胞生物的时候，早期大气中的氧气为

什么会突然增多。他们认为，那时被称作镍（Ni）的一种微量金属数量下降，导

致“大氧化事件”发生，促使地球上的氧气迅速增多，生命开始慢慢形成。 

科学研究表明，在25亿年前出现“大氧化事件”时，第一种光合微生物“蓝

藻”或称蓝细菌大约已经进化了3亿年。但是它们生成的氧气很快就被数量更多

的产甲烷细菌生成的甲烷破坏掉了。因为产甲烷细菌无需氧气，它们可以通过无

氧呼吸继续生存下去。Ni是确保它们继续生存下去的重要金属元素。如果缺少Ni，

对这些产甲烷细菌至关重要的酶就会遭到致命破坏。 

科学家通过水分析沉积岩，可以检测到38亿年前早期地球上的海洋里Ni的含

量。他们发现，27亿年前到25亿年前，Ni的数量突然出现急剧的下降。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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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个时期地壳降温导致Ni水平下降，地壳降温意味着有更少的Ni通过火山

爆发的形式进入海洋。 

根据化石研究，生物学家认为，在地球诞生10亿年后，地球上的生命最晚在

35亿年前起源于海洋。那时的微生物不需要氧气。又过了大约10亿年或者10亿多

年，类似现在绿藻的“蓝藻”学会了如何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光中获取能量。正

是由于蓝藻的进化，大气层才有了氧气的存在。 

——《地球》、《海洋世界》、中国日报网 

 

 

国内外地球科学简讯 

1. 国内简讯 

 我国富钴结壳矿区申请获国际海底管理局核准  今年7月19

日，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理事会核准了中国大洋协会在去年提出的富钴结壳矿区申请，

同时获得核准的还有日本提出的申请。据悉，此次获得核准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面积

3000km
2
，是继2001年在东北太平洋获得7.5万km

2
的多金属结核勘探矿区、2011年在西南印度

洋获得1万km
2
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矿区之后，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的第三块专属勘探矿

区。 

 我国研发4500米级深海资源勘查系统  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承担

的4500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项目，是国家“863”计划——深海潜水器技术与装备重

大项目的课题之一，将根据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方法，集成热液异常探测、微地形地貌测

量、海底照相和磁力探测等技术，形成一套实用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资源自主勘查

系统。据悉，该项目将填补我国深海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自主勘查实用技术的空白，促进我国

深海资源勘查技术的发展。 

 万吨级海水淡化设备日产水 3 万吨  最近，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日产 3万吨级的低温多效蒸馏法海水淡化装置在天津调试完成并成功出水。 

据悉，首航节能是中关村新能源海水淡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起单位之一，该公司自

主设计的日产3万吨级海水淡化中试装置，采用低温多效蒸馏法海水淡化装置实现水电联产，

充分利用电厂余热（其它有富余热源的企业均可利用）生产淡水，有效地降低了海水淡化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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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发现一大型地热田  最近，由河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发现一处地热

流体可开采量为 1220 万 m
3
年的大型地热田，经地热流体评价，地热水中氟、偏硼酸含量达

到有医疗价值浓度，偏硅酸含量达到矿水浓度，具有较高的理疗价值。 

郑汴新区中牟地热田属沉积盆地型中低温地热田，热储类型为新近系明化镇组、馆陶组

层状热储，热储结构完整，热储层、盖层齐全。通过热储法计算，普查区每年地热流体可开

采量为1220万m
3
，地热田产能为61.58兆瓦，属于大型地热田。 

 我国地球深部找铀深钻 2818m 创纪录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江西抚州相山

实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以 2818.88m 的钻探刷新此前 1200 多米的纪录。这一突破填补了我国

铀矿深部找矿技术的空白，对提高国内天然铀保障程度、满足核电发展需要意义深远。 

长期以来，我国铀矿勘查的深度多在500m以浅，与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外深部找矿

技术差距较大。此次深部找矿技术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我国铀资源的找矿空间，也为我国进

一步深挖地下3000m的资源宝藏打下基础。 

2. 国外简讯 

 多因素综合作用使冰期大型动物灭绝  冰期迷人的大型动物要么灭绝了，要

么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它们的命运是由气候变化决定的，还是由人类的过度捕猎决定的？根

据放射性碳测年和古DNA对猛犸象和长毛犀牛以及马、野牛、驯鹿和麝牛的最后岁月所作的

一项详细调查显示，每种动物对其即将到来命运的反应都不相同。更新世末期大型动物的大

规模灭绝不能完全归因于气候变化或完全归因于过度捕猎，而是归因于很多因素的综合作

用，这些因素对于每个物种来说都是独特的。 

 芬兰研究新技术可从海水中淘金  芬兰拉彭兰塔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新近研

发出一种可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法。研究人员认为，黄金和其它贵金属以极其微小的颗粒

溶于海水，用某些药剂可以使黄金颗粒聚集，从海水中分离出来。该校绿色化学实验室曾研

究过核电站从水中提取放射性金属离子的方法；其方法基于各种金属对不同材料的附着性。

现在，他们借鉴这种方法，使溶解在水中的黄金以纳米颗粒形式附着在粘合剂上。米卡·西

兰佩教授说，海水中的黄金含量非常低，数千立方米海水中所含黄金才 1克多。 

 英科研小组在南极三千米冰层探寻生命迹象  最近，英国一个科研小组在南

极用钻机钻透 3000 多 m 厚的冰层，探寻这一极端环境下是否存在生命。调查数据显示，南

极洲各处厚厚的冰层之下分布着 400 多个地下湖，此次钻探任务将目标锁定在其中一个名为

“埃尔斯沃斯”的湖泊上，该湖泊在 50 万年前被冰封住后就与世隔绝至今。负责该项目的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马丁·斯格特表示：“科研小组的任务是用钻机钻进湖底，并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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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带回湖水和湖床沉积物等的有效样本，然后将它们带回英国，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马尔代夫将建人造漂浮岛  因马尔代夫群岛正在日益下沉，政府拟建人造漂浮

岛屿。马尔代夫由位于印度洋的1192个小岛屿组成，平均海拔仅1.5m，是全球最低国家。曾

有人预测，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可能在50年后消失。由于担心许多岛屿

不久将消失，政府与荷兰一家建筑公司签订协议，共同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系列浮岛，整个

计划涵盖43座漂浮私人岛屿，将以群岛方式配置。每个迷你（Mini）浮岛配有游艇与泳池，

并以棕榈树打造生活空间。 

 太平洋海底沉积物中发现古真菌存在证据  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在太平洋海

底发现了真菌存在的证据，它们在营养匮乏的沉积物中可能已经生活超过几十亿年。这一发

现有可能将太平洋海底变成抗生素制药企业的宝藏，可应对日益严重的细菌耐药性问题。 

科学家从南太平洋深达127m以下的海底提取了沉积物，并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在海底最深处的沉积物真菌是否超过数十亿年，但是如果真菌已经被隔离很长

一段时间，它们可能已经进化并拥有不寻常的生物防御能力，这样就可以提供有用的抗生素。 

 冲绳近海发现大规模海底热液矿床  日本在冲绳列岛近海发现了海底热液矿

床。据报道称，预计该矿床规模较大，铜、铅、亚铅等储量丰富。这一新发现使日本在保障

矿产资源需求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 

该矿床地点位于冲绳县那霸市西北约130km处的专属经济区内。此前在这海域水深约

1600m的海底已发现340万t的热液矿床。此次调查船“白岭”号向矿床约40m深处继续钻探后，

发现了新矿床。对此，日本经产省表示，若对日本近海约10处矿床进行同时勘探，有可能还

会发现新的矿床。 

另据报道，日本已完成对其南鸟岛附近海域5600m深海底的稀土（含镝）矿床（矿床面

积达上千平方公里）进行勘探，以确认稀土泥的分布、厚度，为推测资源储量收集必要数据，

提供政府制定资源开发战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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