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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被各大陆地分隔为 

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 

称为海洋 

地球总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 
 

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 
 

海洋中含有十三亿五千多万立方千米的水， 
 

约占地球上总水量的97%， 
 

而可用于人类饮用只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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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家们研究后发现，海洋将成为21世纪的药库。 

 

 

海参是一种含有高蛋白的名贵海味。 

然而，你可能没有想到，有几种海参会从肛门释放出一种毒
素，这种毒素具有抑制肿瘤的作用。 

 

 

牡蛎——这种小小的贝类，十分鲜美可口，不过，它更大的
价值却是由于含有一种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具有抗肿瘤作用。 

 

 

在考虑从海洋中采药的时候，医学专家们十分重视对珊瑚的
开发和利用。实验表明，从珊瑚礁中提取的有毒物质，和某
种海绵状生物中提取的毒物一样，也具有抑制癌细胞发展的
作用；而从珊瑚礁中提取的其他物质对关节炎和气喘病可起
到减轻炎症作用。 



鲨鱼是一种古老的海洋性鱼类，在全世界分布较广，大约
350种鲨鱼。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许多科学家对

鲨鱼身体各部分的药理、化学、生物化学及应用等方面进行
了悉心的研究，特别是对鲨鱼体内抗肿瘤活性物质的研究更
加引人注目。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生物学家对鲨鱼进行了
几十年的调查研究后，发现鲨鱼几乎不患任何病变，更极少
得癌症，似乎对癌症有天然的免疫力。有些科学家将一些病
原菌和癌细胞接种于鲨鱼体内，也不能使它们致病。看来，
在鲨鱼体内有某种特殊的防护性化学物质。中国的有关专家
对鲨鱼的研究，几乎与国际上同步。1985年，上海水产学院

和上海肿瘤研究所的专家们，首次发现鲨鱼血清在体外对人
类红血球性白血病肿瘤细胞具有杀伤作用。这一科研成果为
人类从海洋生物资源中寻找抗肿瘤药物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海洋是矿物资源的聚宝盆。经过20世纪70年代“国际10年海洋

勘探阶段”，人类进一步加深了对海洋矿物资源的种类、分布
和储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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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锰结核-锰结核是一种海底稀有金属矿源。它是1873年由英

国海洋调查船首先在大西洋发现的。但是世界上对锰结核正式
有组织的调查，始于1958年。调查表明，锰结核广泛分布于
4000～5000米的深海底部。它是未来可利用的最大的金属矿资

源。令人感兴趣的是，锰结核是一种再生矿物。它每年约以
1000万吨的速率不断地增长着，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矿产。世界上各大洋锰结核的总储藏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包
括锰4000亿吨，铜88亿吨，镍164亿吨，钴48亿吨，分别为陆

地储藏量的几十倍乃至几千倍。以当今的消费水平估算，这些
锰可供全世界用33000年，镍用253000年，钴用21500年，铜
用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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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及岛屿海洋站 

硼舶观测 

水下及海底系统 遥感监测 

海洋浮标观测 



1．岸边及岛屿海洋站。一般包括全部的海面气象观测和海洋水文观
测。但专业海洋站往往只进行单项观测，如测波站、验潮站（海平面
观测）、污染监测站、海冰观测站等。 

 

2．硼舶观测。船舶观测包括使用海洋调查船的海洋标 准断面监测和
大面观测，以及使用各类交通运输、渔业、油气勘探船（或平台）的
辅助观测。 

 

3．海洋浮标观测。包括建造专用的锚定海洋资料浮标，以锚泊方式
固定于特定的海洋测站上进行记录，或漂流（海洋资料）浮标，随风
和海流漂移在海上，并由卫星对其定位和收集资料数据的观测。除用
浮标监测海洋气象和海面的海洋环境要素外，现在还正在发展水下遥
测系统，以便获取海面以下的海洋环境资料。 

4．水下及海底系统。水下及海底系统的发展除了因为要进行水下及
海底探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一定深度的水下和海底较为"安静"，
可以比较安全地系泊或安放仪器，对水面、水体、海底的环境及其变
化进行监测。 

5．遥感监测。航天（卫星）、航空（飞机，包括飞机探测）和陆基
（岸边、船舶雷达）遥感，是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的，对海洋灾害监
视监测非常有效的手段。它更具有快速、大范围和全天候的特点，因
此更适用于海洋灾害的监视监测。 











未来粮仓 海洋移民 海洋技术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在海洋中不能长粮食，怎么能成为未来的粮仓
呢？ 

是的，海洋里不能种水稻和小麦，但是，海洋中的鱼和贝类却能够
为人类提供滋味鲜美、营养丰富的蛋白食物。 

大家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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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比现在增加十倍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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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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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遥感技术，主要包括以光、电等信息载体和以
声波为信息载体的两大遥感技术。 
海洋声学遥感技术是探测海洋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
段。利用声学遥感技术，可以探测海底地形、进行 

海洋动力现象的观测、进行海底地层剖面探测，以及为潜水器提供
导航、避碰、海底轮廓跟踪的信息。 

海洋遥感技术是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手段。卫星遥感技术的突飞猛
进，为人类提供了从空间观测大范围海洋现象的可能性。目前，美
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已发射了10多颗专用海洋卫星，为海洋遥感
技术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