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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 学 动 态

苏 联 海 洋 学 的 成 就
,

世界大洋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输意义
,
因为

海洋几乎占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三
,

而且
,

璨代自然

科学家向海洋学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
。

世界

大洋的研究对于实践
-

一
一
发展激业

、

远洋航行及

航空都有不少的重要作用
,

它是国民握济中一切

部r弓所需要的一阴学科
,

浚有这一学科的脊料就

无法预报天气
。

1 9 5 8年苏联海洋学方面的刹查工作是在太平

洋
、

印度洋
、

大西洋
、

南极水域和苏联其他海中进

行的
。

太平洋的西部和中部是碉查船
‘

零士号
”进行

稠查的
,

南部聂
‘

鄂毕号
,

决行稠查的
。
这些稠查

包括了起自康真岛胳至南极的广朋水域
。
所得到

的查料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
这些查料提供了大

洋深水祸流
、

地理区划
、

深海渊及其他物理
、

化学
、

地盾
、

生物特性的概念
。

直到目前
,
人们都贰为大洋深处的海水运动

,

要此表层海水的运动援慢
。

现在
,

须耍对这些概

念作很大的修改
。

着来
,

郎是在好几百米的深处
,

海水的运动速度耍比以往公敲的速 度 几乎 快 9

倍
。

地理区划
,

也就是大洋主耍自然特点在不同

樟度上的变化
,

是稠查者介晌来感兴趣的
。

现在

我护,掌握着自大洋区城性变化的自然因子的全部

查料
。

其中有太阳幅射
、

风速和风向
、

空气和海水

的温度
、

海水的盐度和透明度
、

氧
、

磷
、

氮
、

二氧化

碳及其他化学化合物的数量
、

袖菌
、

浮游生物
、

焦

类
、

海底生物的数量及底盾等方面的查料
。

除去

各带的特点外
,

根据这些标志现在就可以靛明各

种现象的相互关系
。

我们在简胃易风逆流区赤道

附近就看到过上远情况
。

这里的深水升向表层
。

这一物理现象引起大洋表层海水中化学物盾含量

的变化
。

在表层海水中
,

海藻用来进行光合作用

的氮
、

磷在不断地丰富着
。
由于生物学条件的变

化
,

浮游生物
、

憔类和微生物量都在显著地墉加

着
。

海水中生命的大量繁殖就会便海水透明 度

(物理特性 )和腐盾盾量(地盾特性 )有所变化
。

一

这

种相互关系的研究
,

使我护,在理输上有了晨靓地

研究海洋自然界的基础
,

来对一切现象进行探封
。

一一切物理的
、

化学的
、

生物的和地盾的现象 和 过

程
—

都是海洋大自然就一整体而互为联系的各

个方面
。

地理区划的稠查
,

在实践方面亦有很大的作

用
。

深水向表层流动的一切区按内
,

无希其牌度

如何
,

憔捞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

深海渊不只是以大量的
、

有助于我佣发展地

球桔构和大洋生物分布的新脊料而受到自然科学

家们的重砚
。

而且
,

最近由于有静多外国学者建

荡利用深海沟来存放放射性物盾
,
这样

,

深海渊的

研究就更有了特殊的意义
。

对顿加 (T o H ra) 和凯

尔瑶袱克(K epMa 胆K) 深海渊的稠查题明
,

这些深

海渊里一直到底部都进行着对流
,

而且是那样的

迅速
,

握过 5一10 年之后
,
存放的放射性物盾溶解

于水而很快地升到表层来
,

就会拾人类造成严重

的威胁
。

这一简题的报告是在联合国原子能和平

利用第二次国际会裁宜藉的
,

并得到赞同
。

南极水域的刹查
,

特别是“鄂毕号
,

横渡三大

洋南部海区的稠查
,

提供了爵多新的脊料
。
所以

,

苏联科学家拥有南极和两个大洋海水相互影响的

脊料
。
由于大西洋

、

印度洋和太平洋仅只是在南

裤度上互相沟通着
,

那么
,

南极海区的研究将是世

界大洋及其动态稠查的
、

必不可缺少的部分
。
同

样有必要指出
,

南极水域作为苏联发展捕棘业的

基地来靓
,

是有很大耙济价值的
。
目前

, “光荣
, ,

捕

鲸队每年除捕获到极为珍贵的产品以外
,

还得到

数百万的利消
。

不久苏联将有两支捕鲸队驶向南

极地区
,

勘察可以捕鲸的水域
。

这些水域通常是浮

游生物大量繁殖的环境
。

在“鄂毕絮壕近的航次
中

,

在从非洲到南美洲之简的霓广水域内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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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度物分布的稠查
。

精果靓明
,

浮游生物摹是按浮

游生方向呈带状区域分布着
,

并逐澎向南极增加
。

在南极隆棚区中
,

海水在各地进行着冷却
。

冷

却的海水释过大陆斜坡流入洋底
,

接着这些水向

北方传布
。

这对确定南极海水中的运动界钱是有

重大意 义的
,
因为南极海水把大量的营养物盾带

向了贫清的热带海区 。 地盾稠查郎可靓明南极大

陛棚的荞多有趣现象
。

南极水域的底部有两处分

割海檐的隆起
.

,

它很可能是泳磺堤
。

北部请堤与

最大泳川期的隆棚冰山的边椽有关
。

南部磺堤与

现代冰山的边椽相合
。

1 9 , 8年
“
罗蒙豁索夫号

, ,

和
“

翻多夫号
,

准稠查

中得到了关于地盾
、

水文以及大西洋原始生产量

的新查料
。

近来
,

我介弓海洋学家完成静多其他方面的工

作
,

特别是海洋地盾的工作对于科学发展具有互

大的意义
。

地槽区的研究
,

特别是对深海渊如阿

留申
、

千岛拿息一堪察加
、

日本
、

小笠原
、

瑶利安
、

布根推尼
、

巴拉扁
、

顿加
、

凯尔瑞封弋克和新盖布利

扭
o B o r e6 p 。八e 二a 。) 以及费支拿岛 (O

e T pos 。 中助
-

、的西北的推加兹 仍。。心等深海渊的研究
,

对

蝙制海洋地壳构造图和等探图
、

对靛明幅具广大

的洋底地壳的真正构造
,

都是非有不可的
。

海渊

的最大深度也 ,Nl] 定出来了
。
目前

,

在通过换算和

用回声测声仪测量后
,

世界大洋中最大深度在瑞

利安海渊为 1 1 0斗2 米
。

各地所采集的柱状底盾样品
,

可使我们探明

地球在近几万年以来所握受的
、

气候的一般变化
。

利用地震波对松散沉积层厚度的侧定兹明
,

海底

的这种沉积层不超过 1 千米
。

各大洋稠查中所广

泛使用的海水悬浮体的分析工作提供了底部沉积

物成因的丰富脊料
,

并可以在地盾学中建立一阴

新的学科
—

水悬浮体学
。

从来按有以如此亘大

的规模进行过这样类似的稠查
。

海岸及岸坡的稠查靛明
,

海水影响下的海岸

翰廓尽管变化很大
,

但是
,

海底和海岸的平衡剖

面在很快地被改造着
。

这种平衡是劲力的平衡
,

是影响海岸的力平衡的一种形式
。

这种平衡的某

一方面只要有所变化(其中包括人为的影响 )
,

就

会破坏平衡系枕
,

就会引起沉积区
‘

及泥沙数量
、

海

岸及港湾侵颤形态的明显变化
。

海岸与近岸泥沙

形成规律性的探甜
,

可胎学者介弓提供豁多在苏联
、

波兰
、

中国各海修建海港及水工建筑物时所需的

实际建舔和预报
。

虽然我们不能样述海洋学的其他方面
,

但可

指出
,

在以下各方面进行了厂泛的研究 : 海流及海

水混合的动力学 (教情况下是理输的研究和北冰

洋浮冰飘流的舒算) ; 海洋和大气圈的相互作用 ;

焦摹
、

无脊椎动物和藻类在其生活条件下的分布

和习性及其数量变动规律 ;海洋的生物粗成
,

船蛆

及水工建筑蛀散生物和附着生物的生物学等
。
也

对滚业
、

航运
、

海洋稠查所需的新仪器和新方法进

行了研究
。

在确定我国国民握济进一步发展道路的苏共

21 次代表大会之前
, 1 9 5 8 年的海洋学工作的商单

总精就是这样的
。 1 9 弓9年将研究太平洋一直到美

洲北部的所有海区
。

粽合稠查将在印度洋进行
。

静多学者将在
“

鄂毕号
, ,

和“罗蒙豁索夫号
,

生横渡

大西洋
,

进行工作
。

在研究大洋物理
、

化学
、

生物和地盾现象及其

过程的变化和分布规律方面
,

面临着互大的理输

工作一 一一这就是海洋学的主要任务
。

(莫是龙泽
,

金翔龙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