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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2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公约庄严宣布：国际海底
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富。
依据公约有关规定设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同时宣布成立， 标志着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的最终确立。
我国作为先驱投资者之一，在1991年已将“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开发”列入国家长远发展项目，
并制定了《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研究开发第一期（1991 ——2005年）发展计划》和《大洋多金属结核
资源研究开发“八五”计划》。
随后又制定了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研究开发规划（1996——2010年）目标和“九五”计划（1996——2000
年）纲要。
　　“八五” 期间，中国大洋协会组织原地质矿产部和国家海洋局利用“海洋四号”和“向阳红09” 
号、“大洋一”号进行了五个航次的调查，在15万km2的开辟区内进行了7.5×7.5网距的地质采样
；3.75×3.75网距的多频、浅剖测量、地球物理和海底照相调查，以及全区多波束全覆盖地形测量和深
拖试验性剖面调查。
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3月5日完成了30%矿区的区域放弃工作，获得了共计7.5万km2的勘探合同区。
在区域放弃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多波束海底地形全覆盖测量调查结果，优先考虑地形因素，圈定出海底
地形坡度大于等于5 0的海山、海山链和部分陡坡等不利于多金属结核开采的海底障碍物。
我国开辟区30%区域放弃报告已于1998年8月获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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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篇八章，试图利用“九五”5个航次勘探资料和综合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成果，重点突出高
新技术手段所取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强调东、西区对比研究，着重探讨在中国开辟区多金属结核矿
床地质特征和结核矿床内起主导作用的成矿、控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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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两本。
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SCI收录3篇。
研究成果获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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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形地貌特征　　地形测量是矿山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陆地采矿如此，深海采矿
更是如此。
对于5000多米水下的多金属结核的开采，详细的海底地形测量尤为重要，它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一方
面是因为地形与多金属结核的分布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是深海采矿机械设备的要求，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用于深海采矿的集矿机要求地形坡度小于等于5°，必须把坡度大于5°的不利开采地形和障碍物
查明并予以剔除，而多金属结核产出的海底地形并非平坦的海底平原，其上分布着规模不等的海山、
海丘、断崖、陡坡等不利开采地形和障碍物，要把这些小到几十米，大到几十千米的不利开采地形单
元完整地勾画出来，需要有详尽的海底地形资料。
　　DY85-5航次利用SeaBeam2112多波束系统，在开辟区150000km2内进行了多波束全覆盖海底地形地
貌调查，共完成测线20235km，其中东区测线9408km，西区测线10827km，获得开辟区详尽的海底地形
地貌资料，绘制了一系列海底地形草图，并及时地为放弃区域的确定提供了宝贵资料。
DY95-7、DY95-8航次期间，为保证成图区域的完整性，在东、西开辟区边界外围部分区域进行多波束
水深补测，即“填平补齐”，累计完成测线东区2457km，西区1500km，使得整个区域海底地形测量数
据基本完整。
DY95-02-05、DY95-02-06课题对东西区全部多波束测量数据进行了精细处理，编制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地形图集，DY95-02-17课题对深拖视像资料进行了处理分析，获得了微地形坡度参数。
以下对中国开辟区的地形地貌特征进行阐述。
　　第一节　地形地貌特征与分区　　一、地形地貌特征　　开辟区位于东太平洋海盆，东区地形变
化较为简单，主要地形走向受到克里伯顿和克拉里昂两条大断裂带控制，以四条北东东走向的海山链
为代表，而低缓丘陵大多为北北西走向，其组成的带状丘陵区也是北北西走向，为区内次一级地形特
征。
根据水深值和地形图分析，东区水深一般为5000m～5300m，最小水深3878m，最大水深5518m。
在区内，坡降较大的海山区大约占20％的面积，大部分地区为坡降较小的深海丘陵区和深海平原区。
总体上，平缓开阔的丘陵地带为区内主要地形（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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