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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淡水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 目前 淡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

面临的维系民生的一大难题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缓解

淡水危机∀

人口从内陆向沿海地区迁移已在世界范围内形

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据联合国预测 未来的 α世界

人口的 即约 ≅ 人 将居住在沿海地区∀这

样 沿海地区的淡水资源问题将更为突出∀ 人类要顺

利地实现向海洋要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战略目标 就必

须首先解决沿海及其邻近岛屿地区的淡水问题∀

我国科技人员在长江河口已首先钻遇海底淡

水≈ 这给沿海地区淡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

大量的海洋地质调查研究揭示 沿海及邻近岛屿

地区固有的海洋地质水文条件 有希望在茫茫大海之

下形成具有开采价值的海底淡水资源≈ ∀

新生代近岸浅海区的地质构造运动和全球气候

变化造成相关的海!陆沉积体系的互层发育 为海底

淡水的赋存提供了优良的 / 生!运!滤!储!盖0组合条

件∀

 海底淡水的生成条件

根据麦克拉伦的/ 冰川控制说0 大陆架是在第四

纪冰期的低海平面时期大陆边缘陆地受侵蚀和堆积

的产物∀ 陆地水系通过地下含水层向大陆架海域或陆

缘盆地边缘延伸 使地表淡水直接成为海底淡水的补

给源∀ 另一方面 海底含水层中的原积咸水在自然条

件下可自发淡化成淡水 成为海底淡水的次生源∀ 根

据 Τοτη 和 Ενγελεν 的地下水流动系统理论 其淡化速

度每万年可达 κµ 以上的范围 可见 其速度是相

当可观的∀

 海底淡水的运移条件

大量实际资料表明 地质历史中海平面相对于陆

棚边缘的升降变化是频繁出现的 相应地使大陆架大

河口区的古河谷经历多次/ 河流下切−河床冲积−海进

退积−海退前积0的周期性发育过程 从而造就多期巨

大规模的埋藏古河道系统∀ 这些被埋藏的古河道及古

陆架!陆坡上发育多套沉积层序 其中有高水位体系

域!海进体系域和陆架边缘体系域的河口湾!河流相

冲积砂层!滨岸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和海岸平原

砂层 以及低水位体系域的下切河谷相!河口湾相砂

层!陆坡扇浊积与碎屑流沉积砂层及海底峡谷相与盆

底扇的深水砂层∀ 这些砂层的孔隙度大!透水性好 向

陆沿埋藏古河道与陆表水相接 向海在陆架前缘有下

切河谷口或海底峡谷口与深海盆相通 它们向海的自

然坡降造成上!下游水位差 使含水层内具有良好的

径流动力∀ 加上非破坏性的!与古河道有水力联系的

控水构造!导水构造的作用 可进一步改善海底淡水

的补给!运移!排泄等条件∀

 海底淡水的过滤条件

海底含水层的砂层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 / 滤水

器0∀ 深大断裂控制的控水构造!导水构造!容水构造

可促进地下水的深循环 同样起着良好的过滤作用∀

这样 经长距离砂层过滤和深循环过滤 水质会更新

可形成优质的天然淡水∀

 海底淡水的储存条件

上述的各种沉积体系域中的砂层是海底淡水天

然的储存空间 具有粗粒砂层的古河道谷!下切河谷

和海底峡谷更是良好的储水库∀ 较大型的古河道的发

育常受深大断裂的控制 深大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断

裂亦是良好的容水空间 加之它们兼有导水作用 故

可大大提高海底淡水的静储量和开发补给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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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淡水的盖层条件

主要指发育于上述各种沉积体系域中的海岸平

原泥质层!陆架−陆坡泥质层!前积的前三角洲细粒沉

积层!海相粉砂层和泥质层∀ 特别是海进体系域中的

密集段 向陆上超于低水位体系域或陆架边缘体系域

及较老的海进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的砂层之上 常

呈纸状页岩!泥脖子段覆盖于含水砂层体系之上∀ 由

于密集段主要为远洋!半远洋海相粘土质沉积 孔隙

度小 透水性差 分布面广且连续而稳定 构成良好的

隔水顶板层 隔绝咸涩海水下渗 保护下伏含水层内

淡水不受污染破坏∀

上述生!运!滤!储!盖条件均是自然界的客观存

在∀ 所以 在具备合适的/ 生!运!滤!储!盖0条件的海

底 完全可以形成巨大的优质淡水库∀

海洋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宝贵空间 是缓解

人口!环境!资源矛盾的重要出路∀ 把我国建设成海洋

经济强国是我国海洋工作的战略目标∀ 要实现这一战

略目标 要促进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根本的保障条件便是要有充足的淡水资源∀ 海水利

用是为保证海洋经济发展而拟将实施的海洋高技术

计划的重点之一∀ 海水淡化无疑是海水利用!解决淡

水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在利用海表水的同

时 还应重视海底淡水的利用 应及早对沿海海底淡

水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 特别是对沿海较大河口区进

行勘查 查明海底淡水的赋存状况∀ 我国海洋地质科

技人员业已发现 不仅长江口海底发育多套具备海底

淡水/ 生!运! 滤!储!盖0条件的沉积层序 刘海龄等

在珠江口亦多处探测到砂砾质埋藏古河道和

古溺谷∀ 估计沿海还会有更多的地区具备类似的条

件∀ 这样 我国的海底淡水资源储量应会具有不可忽

视的规模∀ 另一方面 我们还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

底淡水资源免遭盲目的挖砂等工程活动的破坏和污

染∀

可以预料 海底淡水资源以其埋藏浅!储量大!易

开采!水质好!毗邻严重缺水的海岛和经济发达的沿

海地区!勘探开采成本低廉!不易造成环境污染等巨

大优势 在下一世纪将形成一大新兴的不可忽视的产

业 应积极为它的早日实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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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渤海素以/ 鱼盆0!/ 盐盆0!/ 油盆0著称于世 是我

国四大海区中海洋资源最密集的海区∀ 自我国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来 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沿海大部分地市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年平均增

长速度都在 左右 远远高于同期非海洋产业的

年平均增长速度∀ 海洋经济的发展 为环渤海地区国

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

是 也应该看到渤海作为一个内海 具有天然的生态

脆弱性∀ 这种生态脆弱性与渤海近一二十年来的无序

开发!无度开发相叠加 使得渤海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产生了诸如部分资源利用过度!局部海域环境污染严

重!自然灾害危害加剧等问题 影响和制约着渤海海

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因此 有必要对渤海近一二十年开发利用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寻求实现渤海海洋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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