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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海床下发现丰富淡水储备

历经几十万年形成，一旦开采无法补充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3-12-13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称，他们已经确认在海底海洋地壳下存在着丰

富的淡水，在当今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可供支持未来人类发展。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自然》杂志

上。 

  据论文第一作者、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文森特·珀斯特估计，在澳大利亚、中国、北美和南非的大陆架海

底下面，埋藏着约50万立方公里的低盐度水。“这些水资源储备量是我们自上个世纪1900年以来，从地下所提取的

淡水总量的100倍。”珀斯特说，“地球上的淡水正在变得越来越紧缺，在沿海岸发现大量新的淡水存储令人非常兴

奋。这意味着在抵抗干旱影响，缓解大陆水资源短缺方面，我们能有更多的选择。” 

  联合国水资源组织估计，在上个世纪，由于灌溉农业和肉类生产的需求，水资源利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

速度的两倍。超过4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短缺的状态下。到2030年，47%的人口将处于高度水资源紧缺。 

  这一发现是基于对一项海底水资源研究的审查，该研究原本是为了验证油气勘探的科学性。珀斯特说：“把所

有相关信息结合在一起，我们证明了海底下面有淡水。这是一项普通发现，而不是那种只在非常特殊环境中才有的

异常。” 

  这些蓄积水的形成历经了几十万年，当时海平面要低得多，如今被海洋淹没的地方当时还露在外面，在降雨时

大量吸收淡水而形成蓄水层。极地冰盖大约在两万年前开始融化，这些海岸线消失在水下，但它们的地下蓄水层完

好无损，被层层黏土和沉淀物保护着。 

  珀斯特说，这些蓄积水可比得上当前世界上许多人用作饮用水的钻井盆地，其成本比海水脱盐要低得多。但钻

井开采这些水也是昂贵的，它们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污染地下蓄水层。“我们应该非常小

心地利用它们：一旦用完了就无法再补充，除非海平面再次下降，而这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可能的。” 

  论文还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世界多处海滨均有淡水和低盐地下水储备。能否以及怎样利用这些不可再

生的淡水资源储备，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明确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推进大陆架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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