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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科学贡献

著名的学者们把一阴新的科学爵目—海洋

微生物学的涎生
,
归功于 阿 那 托 里

·

克 里 斯

丫AHa To
:
的 K p那

。

)教授的著作
“

海洋微生物学 (深

水)
” ,

克里斯教授获得了本年度的列宁科学技术

奖金
。

克里斯教授是科学界第一次实际地对于整个

世界海洋
—

从洋面到太平洋海沟最深海底袖菌

生存情况作了分析
。

52 岁的科学家克里斯教授及其同事介弓祥袖地

稠查了黑海和里海
、

北冰洋
、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微

生物界
,

他们参加了
“

勇士
”

号
、“罗蒙滞索夫”号和

‘

鄂毕
”号的考察

。

克里斯本人并在北冰洋的三个

浮冰站上进行了稠查
。

这位苏联生物学者对科学的最卓越直献是他

所做的各个牌度大洋中微生物的定量箭算和确定

生物量昼夜增长值
。

这些不仅使我们有可能稠查各不同海洋中的

生物生产力 ;同时
,

也足以使我们有可能对水团的

棘移情况班行观察
。

某些深层流只能借助袖菌测定
。

例如
,

曾确

敲
,
印度洋中南极水系达到孟加拉湾

,

而在太平

洋中R[J 横越赤道远远地流入北半球
,

这一点督耀

完全被否熟过
。

克里斯教投研究了海洋深处有机和无机化合

物棘化的微生物过程
,

确定了高压对于微生物生

命力的影响
。

他以实脸靓突了
,

在 6 00 一1 0 0。大

气压下
,

栩菌就改变其新陈代黝的能力
。

因此
,

利

用这种现象就抬以微生物生化活动为基础的工业

开辟了前途
。

这位科学家还发现了新的 微生 物

桐
。

阿那托里
·

克里斯是奥德窿人
,

曾在列宁格

勒医学院受过教育
。

在毕业后的 2 5 年中
,

他在

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
,

在这里他领导海

洋微生物研究室
。

他发表的科学输文已有 120 多

篇
。

里海海底有什么 ?

苏联科学院通靓院士 H
.

肯里(H
.

K e二。)答

韶者尚
。

里海海底侧量
—

这只是苏联科学院航空侧

量方法拭输室本年度所进行的一部分工作
。

里海稠查队的人具还耍做科学观察的 总桔
。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 : 科学家和飞行具的工作必

将对国民理济产生极大的盆处
,

并可查明阿普歇

伦 (A。二 e p o o eK 。益 。 o : yo e Tp o B ) 半岛 (在阿塞尔

拜疆苏推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里海西岸
,

为极丰

富的石油产地
,

是里海最大港口

—
巴库市的所

在地
—

释注)的新油田
。

科学家们借助飞机获得了宝贵的海底照片
,

通

过对这些照片的研究就可以靓实熟区的含油 性
。

我们拭脸室的科学家们制造了新的摄影机
,

用二

架飞机进行精确的同步摄影
,

这不仅拍摄了海底
,

而且测定了开胃海面上的波高
、

波长及波浪图景
。

飞机好几小时地
“

悬
,

准海上
。

为了获得打破

豁录深度的海底照片
,

有舞输的
、

熟拣的空中摄影

人昌克服了几十种困难
。

只有在一定的阳光反射角度下
,

才可进行水

下摄影
。

海上稍有一点浪就会改变厦实的图景
。

甚至在暴风浪后还要等好几天
,

道等到波浪扰起

的混浊物沉淀后才能摄影
。

在海上法行空中摄影

也不可避免错裸
。

如果
,

陆地摄影浚成功
,

那还

不算什么要紧的事
,
因为还可以再飞到摄影点去

摄一次
。

而在海上
,

既看不见岸也没法确定方向
,

简题是相当复杂的
。

里海稠查队的地盾学家和地貌学家
,

现在正

根据空中照片蝙糟地质图
。

在这以前耍做大量的

工作 : 他们祥袖地研究了陆上石油矿床的地盾情

况
,

用迥声侧深仪侧深
,

采取底盾样品
。

几年来海底地形变化的情况
,

是石油勘探时

最宝贵的查料
。

地盾地貌小队由稠查队的科学镇

导 B
.

窿尔柯夫 (B
.

川aP KoB )负壹
。

_

他的助手
,

年

青的学者阿列克葫考依
·

包波可夫和基利尔
·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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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 (A 刀e K ee八 B o 6 K o B ,

K n p只 : 月 Ile T p o B
)

,

还使用

潜水器和潜水服
。

他们 曾十几次
一

池播至海底以便

观察水下和水上火山的情况
。

阴题是这样
,

在洞查队到达阿普歇伦半岛地

区的前夕
,

火山爆发了
。

深海中嘴出了爆发气体

的火舌
,

大石J丸和粘泥
,

恰巧
,

这 个现象也靓实了

熟区的含油性
。

我想指出
,

刹查队的工作是不娜松的
,

在那些

地方
,

秋季的水是很冷的
,

科学家们 只好穿上全套

潜水服
,

但却是赤手地工作
。

不久的将来
,

单海稠查队的资料就能使我俏

抽出精确的采油塔图
。

只 只 又 丫 义

歹U率格勒的学者考察队

A. 亚逐山大罗失(A
.

A : e K 〔
一

“H
却

O B
)

随着春天的来临
,

豁多苏联学者开始出发到

苏联的各个角落去进行科学碉荃
。

第一个揭开“稠查季节
, ’

的是极地科学家们
。

还在 3 月中句
, “

北方一 12
”

高牌度考察队的成员

就乘北极航空队的飞机飞往北极去了
。

目前
,

学者

们在北极和南极研究所地理学副博士米海依尔
·

尼契金 (M
” x : , ,, : x玉。 K o T o H

)的领导下
,

替换了
“

北

极一3’’ 浮冰科学站的人员
。

考察队的人员来到后

便在新西伯利亚壁岛东北选择了一片冰块建立新

的浮冰站
“

北极一9’’
。

现在
,

这个站已翘开始工作
。

工作人员用的住价
、

装备
、

仪器和粮食等也已运

去
。

继
“

北方一1广老察队之后
,

北极和南极研究

所又派出了另一支考察队到北极
。

这支考察队的

任务是在北极海的浮冰上建立无徒电 自动 气 象

站
。

为了稠查苏联最北方的身屿
,

一支北极水文地

理考察队已飞往法兰士
·

豹瑟夫 (3
e M

。 中 p a H
叩

刊o c ”(卜a )地 (化释 7 6
“ ,

东翘 6 2
。 -

一群注)
。

考察

队备有飞机
、

越野汽草
、

狗拉雪撬
。

另一粗水文地

理学者已 }过夕(到J北 地 息 (C
o B e p日a 。 3 e M : 。

) (北

裤 7 9 。 ,

东征 1 0 。。 一

澎注)
。

在这里他们将进行

橱制海图所必须的洞查工作
。

进行叶尼塞湾 (E
H
二沈扮cK茄

3 。: ,。B
)冰堤人工

解冻款黝的考察队成员
一

也抓达了工作地点
。

冰堤

阻挡了北极船队通往北极林地伊加尔卡港 (Ilo p T

H ra p K a 是叶尼塞河上的港埠
、

苏联极北的重要攫

济中心—
一

耀注)的开头的一段杭路
。

北极和南极研究所自然地理考察队的成具已

吃往新西布自利亚拿身
。

他们要桔束 1 9 5 6 年开始

的军息刹杳工作
,

稠查脊料将在整理后 出 版专

著
。

目前
, “

海洋学者
, ,

(“O K e a o o r p a中
, ,

)号稠查船

正在波罗的海工作
。

国立海洋学研究所列宁格勒

分所的工作人昌正在这支船上进行水文侧量和其

他稠查工作
。“

海洋学者
, ,

号用无凌电向莫斯科
、

列

宁格勒
、

塔林
、

里加
、

推尔粗斯 (M
o c K B“

,

几 e H “H -

r p a 八 , T a : 。。。 ,

p , , r a ,

B 。: 。H o c
)等地的水文气象

局拍发气象和水
一

文报告
。

不久
,

裁所还将有另一支船
“
兽道耀茨 (’

‘
Ilp。

·

中e e e o p P y八o B o u ,,
)教授

, ,

号也要到波罗的海和
“

海

洋学者
, ,

号共同进行科学稠查工作
。

苏联科学院湖沼学款脸室的学者们正糙覆研

究距列宁格勒城不远 的拉 多 加溯 扭
a朋、

c K o e

o3 即o) (为欧洲最大的湖
,

有 50 。个息屿
,

面积豹

3D o平方公里
—

泽注 )
。

不久前
,

他们籍束了这个

欧洲最大湖泊的冬季动态稠查
。

春季和夏季拭雕

窒的专用船
“

康尔那可夫 (“A
K a八eM o K Kyp H a K o B ,,

)

院士
, ,

号和 “康斯坦丁
·

捷留金
”

(“K
O ”C T a ll T “H

且e p lo r H H

,’) 号将进行拉多加湖的稠查
。

学者们将

根据多年稠查的查料编写关于这个湖的专著和制

定在这里发展浪业的具体措施
。

列宁格勒的水文学者们正在庵斯坦奈(K yc Ta 一

H。负e K a o 0 6 : a e T b
)省 (中亚袖亚)工作

,

他护J根据哈

窿克苏推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盾和矿藏保护部的

要求
,

在新的农垦区进行稠查
,

研究新建国营农

踢
、

集体农庄
、

工业中心区合理供水系扰的水源周

题
。

专阴的水文站正在库斯坦奈省的 初 多条河

和 30 处湖上工作
。

又建立了 5 个装备有最新水

文气象仪器的工作站
,

以便研究水团的平衡简题
。

由列宁格勒的植物学者
、

动物学者
、

地 盾 学

者
、

土壤学者和其他专业工作者祖成的考察队正

准备出发到苏推埃国土的各个地区去
。

X X X 火 义

苏聊最大的极地科学中心

整个苏联领土几乎有三分之一分布在北极圈

内
。

被学者俏称为未来国度的北方
,

藕藏着赘多

未被触动过的财富
,

然而
,

在苏联还是在伟大的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了有爵划的研究

和开拓
。

1 9 2 0 年 3 月 斗 日曾粗袱了一支北方科学
一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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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考察队
,

后来这个考察队就改粗为北极和南极

科学研究所
。

列宁关于全面的和有静划的研究最

北方
、

北冰洋
、

欧洲和亚洲沿岸的指示郎是这一

庞大的科学机构
-

一苏联极地科学中心的活动基

础
。

据歌所所长
、

老一辈的苏联极地考察专家推
一

切斯拉夫
·

弗洛罗夫 (B
o tl e c 刀。B 巾p二

。
的 在款到

熟所的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现时税 : 列宁把

研究北方的阴题和开发北方的其体任务精合起来

了
。

他对于余盼战第一俄L商船队至西伯利亚河日一

事抬予了极大的关怀
。

1 9 2 1 年
,

列宁签署了查雅

髯尔半岛 (n
o

.

、yoc 印
。。 只M a 。) 老察队装备的指

令
。

他在关于建立浮动海洋研究所的指令中
,

最

广泛
、

最全面地提出了研究北极的任务
,

强洞了

“全面的和有舒划的研究目前具有重大国家 意 义

的北方海洋及其息屿和沿岸”的必要性
。

在 “”年代户
,

苏联的学者们就开始了 有步

罐
、

有系梳地研究北方的天然宝藏以及稠查北冰

洋
。

1 9 2 8 年乘
“
克拉辛

, ’

(“K p a e ;、。, ’

) 号破冰
I

舍合

稠查时
,

在格陵兰和巴伦支海的北部首次进行了

海洋学工作
。

以后
,

北极研究所的老察队乘破冰

船和其他船只稠查了喀拉海的北部
,

首次完成了

沿北方海航路耗北极海的直达航行
。

右没有人类

足迹的北地岛岸上
,

由学者扁沙科夫和 噜尔汪采

夫 (y
; , ‘a K o B

,

y l。。。; 1 1; e。)所领导的一小粗极地稠查

人具在地图上标川了新的岛屿
、

海湾和海峡
。

在

30 年代
,

孩研究所的学者们开始刘最难通达的西

伯利亚和楚克特北部地区进行了碉查
,

,

发现了荞

夸处煤矿和其他的矿产地
。

开始在铁克西 (6 y x T
.

物
K c H

,

欣Be K

在勒拿河 三 角 洲 的 东 面
-

一泽
注)

、

彼推克等海湾和亚洲沿岸的其他地方建筑港

[牙
。

随着北方航路总局的建立
,

对北极海及其息

呜和北极大陆的研究规模就一年比一年更 大 了
。

在破冰船
“
西伯利亚人

, ’

号和 “享招斯肯
, , 一

号以及
“李特克

, ,

号碎冰船航行时
,
曾搜集了有关北极海

的水文和冰状况的唯一的材料
。

稠查了新地岛海

峡的潮汐现象之后
,

蝙写了第一批海流图集
,

糙而

开始进行了系枕的北极海水女测贫和挑察冰椽的

工作
。

截至目前
,

这种性盾的考察队 已有 60 个之

多
。

在北极海岛屿和北冰洋沿岸土常歌的极地水

文气象站网扩大了
。

沿北方航路行驶的船只增加

了
。

学者们在突际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了航空稠

查
。

冰上值察飞机为每只船和商船队寻找冰中航

路
。

学者们述研究了大气
、

泳壳和水团中各种过

程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对冰的形成和破碎的影响
、

等
。

苏联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科学研究是史无前

例的
,
由于他仍坚毅的劳动

,
发现了预侧过程中上

述各种因素的联系和依存关系
,

这就使人们能够

预知冰壳状况以及在各不同航行时期北方航路上

冰的情况
。

著名的学者
、

北极研究专家 r
.

万根盖

姆 仃
.

Ba 二
e二e

鲡 ) 教授还制定了所稠北极天气

长期预报的大循环方法
。

极地研究所在 初 年的活动中
,

进行了豹 6 00

次对极北方的稠查
。

北极中部的研究占据特殊地

位
。

8 个
“

北极
, ,

科学站漂过了北冰洋
,

到目前为

止
,

已翘工作了豹 17 。个月
,

而且
,

高牌度地区的

空中稠查更丰富了关于近极地地区自然界的科学

概念
,

这些地区道到最近还被秘密的帷幕遮掩着
。

发现了 罗蒙豁索夫水下山脉
、

阴德列 也 夫 山 脉

(
x p的

eT 几 o M o H o eo B a , x p e 6 e T
M

e , , 凡e 刀ee B a
)和水下

山地高原等等
。

最近几年来
,
敲所学者们的稠查工作也扩大

到了南极地区
。

在南极大陆上共建立了 9 个科学

站
,

其中 6 个站位于冰陆的深处
。

在 40 年的过程中
,

根据浮冰站和极地科学站

稠查队的查料福写并出版了几百册关 千 阴 达海

洋学
、

冰壳
、

气候
、

预报气象学似及大气层的构成
、

和其他周题的科学湍文
、

教科书
、

参者书和图集

等
。

熟所的学者们正进一步研究北方航路 阴 题
。

北极船队中增加了柴油电动船
、

新的破冰船
, “

列

宁
”

号原子破冰船已耀开始航行
。

莫尔曼
、

伯招

拉
、

泰麦尔
、

楚克特 (M yp M a H ,

Ile 、 o p a ,

T a色M o p ,

吻
K
oT

K 。
)等地区的工业企业正迅速地发展盖

。

科

学刹查的范围越来越广
,
极地水域冰块上的无陵

电自动气象站网也愈益噜多
。

苏联北极气象台和

极地科学站配备有各种新的现代化的技术 装 置
,

其中释多站正在完戊国际地球物理年度的合作境

目
。

今年
,

还将祖撤一个
,

郎第 9 个浮冰科学站
。

同时
,

也正准备祖撇科学考察队翰流到南极工作
。

苏联学者们在 初 年前所开始的极地考 查工

作
,

现在仍顺利地糙覆进行着
。

又 火 只 只 X

波罗的海的稠查

波罗的海的形成
,

大豹已有 1 3 , 。00 多 年 的

历史
。

在波罗的海形成的最初一千年中
,

其海面



较现代海面低 60 米
。

这是由哪甩得知的呢 ?

年青的学者
、

地盾矿物学副博士推他 篇塔士
·

古甲里斯 (B二
。a yT a c ry朋朋

。
) 所颁导的立陶宛

科学院的地盾学者
、

水文学者和地理学者
,

在最近

几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稠查
。

他们研究了沿岸发

展的动力
,

康尔招 二再里奥斯湾 (3
a

二
。 KyP 二Io

M a p 。。 c
) 与海之阴的水团交换

,

侧量了海底的深

度和沉积物
。

科学家们得出了静多有价植的精萧
。

例如他

们敲为 : 现在
,

庵尔韶
·

历里奥斯湾水的复盖区
,

在简冰期乃是一片凹地
,

凹地的上部曾是古代河

流的河门
。

因为地形下陷
,

冰川才进入立陶宛的

领域
。

目前
,

地质
、

地理和生物等学者们的粽合考察

队正糙擅研究庵尔耙
·

焉里奥斯湾
。

他们的工作

不仅具有科学意义
,

同时
,

对于国民握济也有着重

大的实际意义
。

这些稠查不仅使我们能够积巢关

于立陶宛境内这个最大内陆水域的丰富查料
,

而

且为增加焦类脊源和陶瓷模型工业以及农业中应

用泥盾沉积物开辟了远景
。

(以上五节均系苏联触华大使能新固处供稿
,

于 任薛)

重 要 更 正

本刊 3 卷 2 期 9 5 直图 2 D ia了了夕11 , 才, io io e t a z im m e r 的左下第二个图 (罕图)应与 9 7 夏图 3 B o d o t, ia

。人; , 。。‘ 2 , L o m a k i
。 。 sp

.

n (、v
,

左上的 罕图对换
,

特此更正
。

�

了、了、J‘、‘tJ,

�

一

本刊蝙委会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