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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庆祝秦蕴珊院士从事海洋地质工作55周年，祝贺他80华诞。
秦蕴珊院士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海洋地质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一。
他对我国海洋地质科学尤其是中国边缘海沉积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始终把科研工作与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密切结合，凡涉及海洋地质工作的国家专项几乎都能看到秦
院士的身影。
秦院士在其长期的科研生涯中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有他亲自撰写的，也有他指导同事或学生共同完
成的。
这些论文反映了当时的国家需求和学科进展。
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些代表性论文，期望能反映秦院士在不同阶段所关心和研究的学科热点和科学问题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他的学术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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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西太平洋蕴藏着重大地球系统科学问题　　3.1 西太平洋构造体系在全球板块构造理论中占有独
特地位　　西太平洋是全球最著名的汇聚板块边缘之一，发育着全球最老的洋壳（1.8亿年）和地球上
最年轻、最壮观的海沟-岛弧-弧后盆地体系，是全球唯一可以同时观察到板块消减与增生的区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球科学问题集中在汇聚板块边缘，如板块构造动力学、地震的孕育机制、壳幔
物质相互作用、大陆增生模式和海底流体活动等。
许多大型研究计划，如国际大陆边缘计划、俯冲带构造细节计划、地震带实验以及大洋钻探计划等均
将西太平洋作为最重要的研究靶区。
在西太平洋构造体系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是56Ma以来菲律宾板块俯冲方向和残留洋脊俯冲的过程和
机制问题。
解决了这些科学问题就像拿到一把钥匙，不但可以打开西太平洋岩石圈演化史的大门，还可以为中国
东部新生代的矿床分布规律和岩浆活动、岩石圈减薄、郯庐断裂带的活动、中国边缘海和沉积盆地的
形成与演化等提供新的视角。
　　3.2 西太平洋弧后盆地热液系统--独具特色的海底热液活动　　海底热液活动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
海洋地质领域的重大发现，与其相关的重大资源问题、环境效应问题和非光合作用的“黑暗食物链”
等生命过程已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海洋科学研究的焦点。
作为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的结合点，海底热液系统与其系统内存在的极端生命现象是研究地圈、生物
圈、水圈等圈层之间的物质交换和相互作用的最佳对象。
许多科学家预言，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的研究将是继板块理论之后又一全新的重大理论突破。
因此，海底热液活动研究是国际许多重大研究计划的核心研究内容，成为极富挑战性且前景诱人的科
学研究领域，是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未来十年、十五年海洋科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国际上对深海热液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洋中脊区域，如东太平洋海隆、大西洋中脊等，对西太平
洋弧后盆地热液系统研究的广度相对薄弱。
然而，不论是从地质构造背景和岩浆活动等深部过程的角度，还是从环境效应和生态系统的角度看，
西太平洋弧后盆地热液系统与大洋中脊的热液系统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因此，西太平洋弧后盆地热液系统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就是回答它们与大洋中脊相比其典型特征在哪
里，演化机制如何，不同区位的弧后热液系统之间有什么关联。
　　洋是全球海山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分布着夏威夷-帝王海岭、麦泽伦海岭、卡罗林海岭、翁通爪哇
海台等著名的海底山脉。
这些海山系统记录了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演化重大历史事件，承载着丰富的轨道尺度及亚轨道尺度
古海洋环境演化信息，孕育着特殊的海山生态环境。
西太平洋典型海山基底的结构构造、形成年代和漂移轨迹、海山沉积物和环流系统、生物群落组成和
生态系统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通过对这些科学问题全方位的深入探求，将为中新生代以来中国东部及其边缘海重大地质事件提供新
的线索，同时为我国深海生物和基因资源的开发利用开辟新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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