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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洋发现计划349航次结束

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龄直接证据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陈磊 发布时间：2014-04-11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日，由我国科学家建议和主导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349航次在我

束，并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龄的直接证据。 

  IODP 349航次是为期10年（2013—2023）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启动后的第一个科学钻探航次，共

目的是钻获大洋玄武岩和南海海底关键沉积层样品，揭示南海海盆演化过程及其与中生代以来

关系、相应的深部地幔过程。IODP 349航次采用我国和IODP联合资助的方式，使用美国“决心

施。 

  IODP 349航次共进行了5个站位的钻探取芯和2个站位的地球物理测井工作，钻探深度共4300

芯约2300米、基底玄武岩取芯约200米，获得一大批珍贵地质样品，使今后较全面、深入开展南海科

能。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2位科学家（其中我国科学家12位，另有华裔科学家6位）在现场初

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微生物等多学科测量和分析工作。 

  截至目前，航次计划任务已圆满完成，就初步分析结果，该航次已取得重大发现。如首次

接证据。本航次首次实现对南海海盆洋壳玄武岩的钻探，取得海底扩张形成的玄武岩样品，使精

岩浆活动过程成为现实；通过利用微体化石和古地磁测定，初步标定了南海东西两大海盆年龄

形成过程中有多期次的大规模火山喷发。钻探发现的多层玄武岩和多层火山碎屑岩，说明南海

多期强烈的火山活动。此项发现为研究海山的形成原因和海底扩张如何停止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全新

还发现南海深海盆反复变化的沉积历史。钻探发现了大规模的浊流沉积和多期次的钙质超微化石

在大洋玄武岩基底上发现有数十米厚的黄褐色泥岩。这一结果表明南海形成后有过复杂多变的

海乃至西太平洋演变历史的宝贵证据。 

  科技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以我为主，利用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平台，组织南海科学钻探航次和基于航次

品的后续研究，有望开创我国主导南海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在推进我国深海研究快速进步的同

国南海主权与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