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实验 3”号南海科考“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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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整整 1个月、总航程
超过 5000海里、纵横贯穿中
国南沙和西沙两大海区的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

3”号综合科学考察船，6日完
成 2012年南海海洋断面科学
考察夏季航次科考任务全部海

上作业后，抵达三亚抛锚休整

并进行本航次海上科考总结。

南海科考“满载而归”

南海海水温、盐、深度

（CTD）剖面观测数据和海洋
剖面湍流观测数据、走航式海

流观测数据、潜标观测数据、

海底地质泥样、海洋浮游生物

样品、海洋沉积物样品⋯⋯“实

验 3”号此次南海科考可谓“满
载而归”。

在南海南北海域采集到这批关于南海物理海洋环境、海洋生物与生态

环境、海底地质等要素时空分布的大量第一手科考数据和样品，将为中国

有效管理南海这块“蓝色国土”、科学保护南海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南海资

源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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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科考任务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南海所陈荣裕高级工程师表示，这

次南海科考作业所获丰富数据与样品，上岸后将进行后续样品处理、数据

分析，以进一步研究掌握南海资源环境状况的精确资料及其科学规律，为

海洋科学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和全球变化研究等提供基础数据服务。

南海断面科学考察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南海是一个对全球气候

变迁影响十分敏感的区域，是研究全球变化区域性响应的理想场地；南海

南部海区深层水与西太平洋有着持续稳定的水交换，对研究多年际及以上

时间尺度的全球变化过程有重要作用。

他说，南海科考既是海洋学科前沿科学探索的基础，也具有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既可促进热带海洋科学和区域海洋科学发展，又为中国有效管

理与保护南海海洋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海域各类资源、实现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和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提供科学依据。

各科考组任务进展顺利

“实验 3”号本航次科考队队长、中科院南海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秘书吴泽文称，这次科考任务实施比较顺利，任务期间，各组科考

队员努力克服恶劣海况影响，团结协作、互相帮助，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

是科考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

科考队由水文气象组、地质组、生物组、化学组等组成。其中，水文

气象组的队员和科考项目最多，该组组长、中科院南海所西沙海洋观测研

究站站长助理黎大宁说，水文气象组整个科考过程可以说是相当完美，包

括 6套潜标投放、75个大面观测站的 CTD（海水温、盐、深度）剖面观测、
60个站点湍流剖面观测、全程走航式海流观测、全程 GPS探空气球观测、
全程自动气象站观测等科考项目均按计划顺利完成，通过后续实验数据分

析研究，将重点为南海土台风监测预报提供基础数据服务。

地质组长、中科院南海所陈翰博士说，由于海况恶劣及绞车设备老化

等难以预估的客观因素，本航次完成 9个站点的海底地质采样任务，基本
完成项目设计的地质科考任务，个别未实施地质采样的站点，可通过后续

科考航次完成。地质科考作业采集样品，将用于南海现代和地质历史时期

海底环境演化的研究与分析，以深入了解南海底质现状，为油气资源开发

等提供基础数据资料。

生物组本次科考在海水采样、浮游生物拖网采样方面都超额完成计划



创新年轮   攀登足迹
中国科学院第十三届科星奖获奖作品选

186

任务。该组组长、中科院南海所海洋学生态学副研究员柯志新称，通过后

续实验室的处理分析，将主要开展南海浮游生物时空分布特征与海洋环境

的关系的研究，探索研究超微型藻类对生物固碳的贡献，综合分析南海生

态系统季节变化规律，为南海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化学组组长、中科院南海所副研究员周伟华说，化学组本航次也超额

完成计划任务，科考项目主要包括南海海水同位素样品采集分析、南海海

区环境评价研究、南海海区营养盐分布状况调查分析、南海底栖生物样品

采集等。通过后续实验样品分析、数据处理，可望得到南海海洋环境基本

特征的基础数据，促进全面了解南海海洋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构建开放合作科考平台

“实验 3”号此次南海科考，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厦门大学等均有科
考队员随船参加，共同构建出开放合作的海上科考平台。

南海分局科考队员高科文、徐志斌介绍说，他们本航次实施南海浮游

生物拖网采样 24个站点，每个站点拖网 2次，海底地质泥样采集 6个站点，
科考项目包括南海底栖生物、海洋浮游生物、海洋沉积物等海上现场采样，

后续将开展种类鉴定、数据分析、样品处理等实验室研究工作，主要用于

南海中南部海洋环境监测提供数据服务。

去年曾参加南极科考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研二学生曾健称，厦门

大学同位素海洋化学课题组这次共派出 5名队员参加南海科考，共完成 30个
站点海水采样，对采自南海表层至 1500米深共约 1500升的海水进行现场处理，
主要为探究碳、氮在整个南海海域中所参与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他认为，海上现场采样是研究海洋科学的必要手段，也是获得第一手

资料的唯一途径。“唯有来海上走一遭，让波涛骇浪见证自己的辛勤付出，

才算得上是一名真正的海洋科学工作者”。

“实验 3”号船长李友光返航广州后，又即将率船出海执行新航次科考任
务。他指出，本航次科考任务中间阶段，根据海况和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原定

航线计划，避开台风影响，使得海上科考作业节奏紧凑，大大节省了时间，“所

有科考作业站点一个不漏，全部完成，实现了这个航次科考任务的预定目标”。

本科考航次遇到包括躲避台风、涌大浪急等恶劣海况在内的很多困难，

“但在南沙作业海域，有不明国籍军机非法进入中国南沙低空绕飞科考船，

干扰科考作业还是第一次碰到，对此应该高度警惕！”李友光提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