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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支持下的海洋科学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

王 辉 任建 国 王 岩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0 85 )

〔摘 要 〕 本文简要分析 了海洋科学的研究对象
、

主要任务和 当前学科发展的特点
,

探讨了影响我

国海洋科学学科发展的几个 问题
,

介绍 了科学基金支持下的海洋科 学资助范围及近期的鼓励领域

和资助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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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主 要任 务

海洋科学是一门认识海洋的科学
。

海洋科学不

仅研究巨 大的海洋水体部分
,

也研究海岸带特别是

河 口和滨海湿地
一

通过这里淡水连续不 断地进人海

洋 ; 海洋与大气界面
一

这里发生着海气间物质和能量

的交换 ;海水和沉积物界 面及海底岩石 圈等
。

由于

海洋的观测难度大且花费高
,

海洋科学家始终致力

于大力发展快速
、

高效和先进的观测仪器和技术
,

并

且依托海洋科学调查船
、

卫星和 自动观测系统 (如锚

系浮标等 )实施海洋观测
。

海洋科学是 门高度综 合的学科
,

它与数学
、

物

理
、

化学
、

生物等基础 学科存在密切联 系
,

这些学科

的发展促进 了海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 同时
,

海洋科

学与地理学
、

地质学
、

地球物理和空间科学
、

地球化

学和大气科学也存在着密切的交叉和联系
。

如海洋

科学与大气科学的主要交叉点在海气相互作用
,

与

地理科学 的主要交叉点在海岸带陆海相互 作用等

等
。

海洋科学 主要研究海洋中的物理过程
、

生物过

程
、

化学过程和地质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

其分支学

科 由物理海洋学
、

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
、

海洋生物

学和海洋化学 四大主要学科以及海洋环境科学
、

河

口海岸学
、

海洋工程
、

海洋监测与调查技术
、

海洋遥

感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组成
。

此外
,

海洋与气候变化
、

环境演变
、

生命起源
、

资源开发及国家安全等都有着

密不可分 的关系
,

形成了一 系列重大的学科综合和

交叉领域
。

海洋 占地球表面的 71 %
,

自然界的很多现象仅

在海洋中发生
,

如全球海洋每年可吸收人类活动向

大气释放 c o : 的 13/ 至 12/
,

大气水分 86 % 来 自海

洋
。

因此海洋科学不但在对地球系统科学的认识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而且在解决生态环境演变
、

经

济发展中
,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同时
,

由于海洋的特

殊性
,

海洋科学 的不 少研究直接 涉及到 国家权益
。

因此
,

海洋科学研究与国家安全也有直接联系
,

这充

分显示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

当代海洋科学 的三大主要任务是
:

解决海洋在

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 海洋环境的演变规律及其

与全球环境演变 的关系 ; 海洋资源形成机制与可持

续开发利用及其保护
。

2 当前国际海洋科学研究特点

当前海洋科学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海洋与气候变

化
、

海洋生物过程
、

近岸海洋
、

海底探测与资源
、

古海

洋学等领域
。

由于海洋环境是多种因素并存且互相

影响的一个整体
,

必须加以综合研究方能解决问题
,

因此开展综合性
、

学科交叉 研究有着强大的动力和

得天独厚的条件
。

过去的 10一巧 年中
,

国际上海洋

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组织或参与大型科学计划
。

这些科学计划的实施提高了海洋科学的综合交叉研

究水平
,

也为地球系统科学的认识 奠定 了基础
。

发

达 国家在继续加强海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加大了军

事海洋科学的投人
,

民用与军用研究的界限有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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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

海洋历史资料 (长时间序列
、

大范围等 )在涉

海洋科学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十分明显
。

围绕着

气候
、

资源
、

环境等重大问题而形成了一系列有较大

影响的国际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

很多计划具有全球

或准全球尺度
,

与此相伴的就是广泛的全球性 的国

际合作
,

这已成为当今推动海洋科学发展 的重要方

式之一 近二年
,

随着许多大型计划逐步结束或阶

段 L二作的结束
,

一系列新 的计划正在蕴酿或已初步

启动
。

即将完成阶段 目标 的计划有
“

世界大洋环流

实验
”

( W o C E
,

19 9 0一 2 0 0 2 年 )
、 “

大洋 钻 探 计 划
”

( O D p
,

19 8 5一 20 0 2 )
、 “

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计划
”

( JG O F S
: 19 90一 20 0 2 )等

。

即将启动或 己启动的计划

有
“

气候变异及其可预测性
”

( e L Iv A R : 29 95一 20 一。 )
、

“

整合型大洋钻探计划
”

( oI D P : 20 04 一 )
、

地球 内部动

力学和地球环境动力学
、

洋 中脊计划 ( Int
e r

iR dg e )
、

国际海洋全球变化研究 ( IM A G E S )
、 “

上层海洋与低

层大气
”

( s o L A s : 2 00 0一 )
、 “

大洋 联 合 考察 计 划
”

( P O G O : 2 00 0一 )
、
“

全球 海洋剖面观测网计划
”

( A R
-

G O : 2 00 0一 )等
。

此外
,

认识海 洋的手段
,

如深潜 技术
、

钻井技

术
、

浮标技术
、

船基测量技术
、

岸基 自动观测技术和

海洋遥感手段不断进步
,

在获取资料方面水平不断

提高
,

已成为推动海洋科 学快速发展的标志之一
。

过去 10 多年由于气候研究 的推动在大尺度海 洋学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
。

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

和提取资料水平的提高
,

未来 10 年在注重大尺度海

洋学研究的同时
,

小尺度 (如混合过程等 )过程也将

引起科学家的广泛兴趣
,

一些其他过去未被重视的

领域将逐步引起关注
。

国际上非常重视发展新一代

海洋立体观测系统
,

并通过广泛 的国际合作来实施

全球性海洋观测
。

两极 (南 大洋
、

北冰洋 )在全球气

候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

3 当前影响我国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发展 的

几个问题

3
.

1 海洋科学领域基金项 目资料管理 问题

虽然科学基金对海洋科学领域的投人在国家对

海洋科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不

算很高
,

但经过多年的积累
,

也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

的各类海洋资料
。

这部分资料是 国家的宝贵财富
,

应该集中起来
,

做到共享
,

服务于科技界和社会
,

使

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

当前气候
、

环境和生态 问题已

成为国家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

而海洋由于 占地

球表面的 71 %
,

对这些 问题的认识 占有十分重要的

及这方面研究的课题中往往非常有价值
,

集 中管理

可使之发挥更大效益
。

现在不少项 目在经费预算中

往往都设有购买资料款项
,

若能集 中并使之共
一

享
,

可

节约开支
,

减少浪费
。

科学处 已着手组织专家起草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海洋科学项 目资料管理暂行办

法》
,

考虑把海洋资料委托一个单位管理并对外开展

无偿服务
,

待适 当时机开始实施
。

海洋科学大 的科

研项目或计划执行过程中也要定期开展观测资料对

外服务
,

最终纳人到国家海洋科学领域基金资料管

理系统之 中
,

并对外共享服务
。

3
.

2 海洋科学领域基金项 目用船问题

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之一是进行海

上现场观测
。

由于基金项 目单项强度的不断增加
,

很多项 目都有出海进行实验 的需求
,

但很多项 日无

力单独组织出海
。

出海进行海
_

_

L实验与地球科学其

他学科进行野外实验一样
,

具有某些共同特性
,

但由

于船舶运行费昂贵
、

考察船数量限制及船舶运行的

独特性
,

使得进行海上考察又有与陆地野外实验不

同之处
。

不少国家在此方面都有较特殊的政策和办

法来解决
。

集 中提供船时是国际上一种通行且有效

的做法
。

海洋科学领域基金项 目用船问题是制约海

洋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如不及时解决
,

将对国

家海洋科学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

3
.

3 深海大洋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

由于受研究经费的限制
,

长期 以来我 国海洋科

学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 中国近海区域
。

由于近海的

环境
、

资源与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

以及

中国近海独特的区域特点
,

中国近海研究今后还应

继续下去
。

但是
,

由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演

变的重要性 日益突出
,

以及深海战略资源和战略空

间的特殊地位
,

我 国必须重视深海大洋研究
,

以应对

现实和未来的需要
。

此外
,

加强深海大洋研究也是

我国地球科学整体发展的需要
。

3
.

4 海洋科学研究的创新性问题

基础研究重在创新
,

海洋科学也不例外
。

当然
,

海洋科学也和其他 自然科学一样
,

在当前 的形势下

创新或原始创新确有一定难度
,

但一定要大力提倡

创新研究
。

现在原创性 的工作还不够多
,

应不断营

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

使创新项 目逐年增多
。

当然
,

作为基金管理工作者
,

要通过专家评审对创新项 目

有敏锐的判断力
,

使创新性强 的项 目及时得到资助
。

4 科学基金支持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问题

海洋科学主要资助物理海洋学
、

海洋生物学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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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
、

海洋化学和海洋技术基础五

大分支领域及河 口海岸学
、

海洋环境科学等综合分

支领域
。

作为海洋科学学科发展基础之一的基础学

科的知识
,

如数学
、

力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不断 向

海洋科学渗透和交叉
,

有力地促进着海洋科学 的发

展 ;此外
,

高新技术如空间技术
、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

术等也在海洋 中不断 的应用
,

形成了一些新 的学科

前沿方向
,

这些也属海洋科学学科 的资助范围
。

事

实上
,

这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海洋科学进一步发展的

推动力
。

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应突出学科交叉并注

意学科间的渗透和综合
,

鼓励相关基础学科使用本

学科 的方法和技术研究海洋问题
,

并注意创新
。

在

研究 内容上要紧紧围绕资源
、

环境和气候变化等世

界热点问题和海洋科学的基本 问题
,

加强过程
、

机

制
、

动态规律和预测预报的研究
,

鼓励研究对象 的多

样化 ; 在研究区域上建议以 近海为主
,

鼓励海陆结

合
,

鼓励开展深海大洋和极地海域的研究工作
,

不断

拓宽研究区域 ; 在研究手段上要注意采用和发展高

新技术 ; 鼓励有关项 目关注海洋生态环境 的保护
、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

减灾防灾和国家安全

的需要 ;鼓励科学家与港
、

澳
、

台地 区或国外科学家

开展合作
,

优势互补
,

通过合作
,

提高 自身的研究水

平
。

应该看到
,

海洋科学研究 的对象明确且独特
,

和

其他学科有鲜明的不同
。

海洋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
,

除了经常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外
,

不少也

是独有或特有的方法
。

此外
,

海洋 中的 自然现象和

海洋科学研究的科学 问题也常常是独特的
,

如海洋

潮汐
、

海洋内波
、

海底热液活动
、

海底深部生物圈
、

珊

瑚礁生态系
、

海洋对全球物质和能量的输运作用
、

海

洋在气候变化 中的作用等
,

这些为海洋科学研究
,

为

人类认识 自然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

样本和问题
,

是其

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

可以 说
,

目前海洋科学与其他

众多学科 的交叉与联系
,

比许多学科活跃
,

有时难以

完整的描 述和界定学科 的范 围
。

从 鼓励交叉 的角

度
,

适当淡化一下学科界 限有好处
。

从学科发展 的

角度来看
,

海洋科学是一门有着 明确范围且开放 的

科学体系
。

5 近期的鼓励研究领域

海洋混和过程
、

大洋环流与气候变化
、

陆架环流

与物质输运
、

海洋表面波与内波
、

河 口动力过程
、

边

缘海形成与演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
、

海盆 / 大陆架 /

洋中脊 / 岛弧的结构
、

构造演化及火 山活动
、

海洋沉

积动力学
、

古海洋学
、

海岸侵蚀与堆积过程
、

海洋地

慢动力学
、

海洋初级生产与次级生产
、

海洋深部生物

圈
、

珊瑚礁生态系
、

海洋生物技术与海洋生物多样

性
、

有害赤潮海洋学与生态学研究
、

河 口 海岸带 陆

海相互作用研究
、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上层海洋

与低层大气物质通量与循环
、

海洋界面物质通量
、

海

洋碳循环
、

海洋示踪物特性
、

极地科学研究
、

大洋地

质环境与生命过程和深海研究等
。

建议关注的国际科学研究计划有
: 世界大洋环

流实验 ( w 0 C E )
、

全 球海 洋 生态 系统 动力 学计 划

( G LO B EC )
、

气候变率与可预报性研究 ( C L IV A R )
、

极

端环境 的生命 ( L xE E n)
、

全球有 害赤 潮的生态学 和

海洋学 ( E C O HA B )
、

全球 海洋通量研究 ( JG O FS )
、

海

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 L oI C )Z
、

洋 中脊实 验 ( RI D G E )
、

大陆边 缘 研 究 ( M A R GI N )S 和 整 合 大 洋 钻探 计 划

( xo n P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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