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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家郑和到过东太平洋吗？
———揭秘郑和海岭的发现与命名

国际相关组织最新审议通过的海底

地理实体命名中， 我国提交的郑和海岭

是格外醒目的一个。
曾经率领国家船队七下西洋的明代

大航海家郑和，到过郑和海岭所在的东太

平洋吗？位于大洋几千米深处的郑和海岭

是如何被发现的？又为何把这个海岭命名

为郑和海岭？

郑和海岭是如何被发现的？
“这次科学考察是我国远洋科学考

察船‘大洋一号’首航太平洋区。 没有经

过很好的培训 ， 我们就壮着胆子 出 海

了。 ”担任此次科考的首席科学家、中国

大洋协会办公室前总工程师郭世勤说。
年逾七十的郭世勤老人，对 20 多年

前“大洋一号”的处女航至今记忆犹新。
1995 年 7 月 27 日， 从俄罗斯购回

的“大洋一号”经过技术改装后，首次出

征，对东太平洋 15 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多

金属结核资源开辟区， 进行以海底地形

测量为主的大洋多金属结核勘查、研究。
在这次考察中， 我国科技人员首次

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 对预定海域的深

度及地貌进行测量， 获得了高水平的数

据资料，绘制出了 15 万平方公里高精度

的海底地形图。 此外，还拍摄了 22 小时

的海底摄像资料、近 200 张海底照片。
现在命名的“郑和海岭”，正是在这

次科考中发现的，但当时仅以代码表示，
并没有正式命名。

郑和到过海岭所在的东
太平洋吗？

郑和曾经在 1405 年至 1433 年七下

西洋，到达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南

海、印度洋，一直到中东和非洲海岸，完

成了截至当时规模最大、 船只和海员最

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海上航行。
“郑和虽然到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但是并没有来到郑和海岭所在的夏

威夷群岛南部的东太平洋。”中国大洋协

会资源环境处处长宋成兵说。
记者发现， 在郑和经过的非洲索马

里东海岸外的印度洋， 美国科学家将其

发现的一处位于北纬 11 度、 东经 55 度

附近的海山命名为 “郑和海山”， 并于

1995 年 5 月获得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

名分委会审议批准。
“海山指地形高差大于 1000 米的孤

立的海底高地。 美国将这个海山命名为

‘郑和海山’， 正显示郑和作为著名航海

家所受到的尊重和认可。 ”宋成兵说。

郑和海岭是如何成功命名的？
“用历史人物命名是惯例。 ”宋成兵

说，郑和作为我国最著名的航海家，用郑

和命名这个海岭， 意在纪念他在和平外

交、传播中华文明、开拓航线和造船技术

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大洋洋底并不都是平坦的平原，而

是满布海山、海岭、海丘、海脊、海渊、裂

谷等。 郑和海岭位于北纬 10 度、 西经

151 至 153 度附近，呈东西走向，长 220
千米、宽 25 千米，最高峰位于海岭东部，
峰顶水深 3612 米，是我国科考人员发现

的一个较大的海岭。
2016 年 ，中国大洋协会编制的 “郑

和海岭”这个海底地名提案，获得国际海

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审议通过。
根据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

的规定，海底地理实体是海底可测量、可
划分界限的地貌单元， 赋予其标准名称

的行为即“海底命名”。国际海域的地名，
需得到国际组织的审议批准。

在我国开展的国际海域调查中，发

现了大量海底地理实体。 2011 年，大洋

协会办公室成立大洋地理实体命名工作

组，启动海底命名工作。 截至 2016 年 10
月， 中国大洋协会共命名了 163 个国际

海域海底地理实体。
根据规定，标准的海底地名一般由“专

名”加“通名”组成。“专名”是各国所起的专用

名称，“通名” 指描述海底地形地貌的名称，
如“郑和海岭”，郑和为专名，海岭为通名。

“郑和、鉴真、张炳熹等为海洋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都留名于太平洋

底，为人们所铭记。 这既是我国开展深海

探测活动成果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留存

大洋深处的印记。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

副主任李波说。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我国南海深部计划开始冲刺
“决心”号出发前往南海目标海域

新华社“决心”号 2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建松） 在一声悠长嘹亮的汽笛声

中，33 名中外科学家乘坐美国 “决心”
号大洋钻探船 ，13 日中午离开香港维

多利亚港招商局码头，前往南海目标海

域，开展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

大洋钻探，这标志着我国海洋科学第一

个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南海深

部计划”进入冲刺阶段。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也

是我国岸外最重要的深海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于 2011 年启动了 “南海深

部过程演变”研究计划。 这项长达 8 年

的科学研究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积极与

国际合作的大洋钻探计划紧密结合，利
用世界先进的技术手段， 在深海盆演

化、深海沉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三

方面深入研究“解剖”南海，构建边缘海

的“生命史”。
由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

大洋钻探是“南海深部计划”进入冲刺

阶段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今后的近 4 个

月时间内，“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将在南

海 北 部 海 域 ， 执 行 IODP367 和

IODP368 两个航次的钻探任务。
据 IODP367 航 次 首 席 科 学 家 、中

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教授 介 绍 ，
“决心” 号从香港起航后， 将奔赴北纬

18.4 度 、 东经 115.9 度附近的目标海

域，计划在两个站位进行钻探。 两个站

位的水深分别为 3780 米和 3800 米左

右 ， 钻 探 目 标 是 分 别 打 穿 800 米 和

1300 米左右的海底沉积物， 再向下钻

取 100-250 米的基底岩石， 看看南海

大陆边缘的基底岩石到底是什么。
位于地球上低纬区的南海具有一

系列深海研究的优越性，是我国深海研

究的突破口。“南海深部计划”实施 6 年

来，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科学家研究深海

大洋，成为整合各部门、各学科力量共

同“向深海进军”的合作平台。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40 多家单位、

400 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一计划，已经

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进展。包括国际合

作的“决心”号大洋钻探、我国 7000 米

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海洋六号”深拖

磁测系统、宽频带海底地震仪、深水锚系

观测、海山浅钻等众多先进深海技术，都
在南海得到了集结应用， 极大地促进了

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发展。
“南海深部计划”还促使南海成为

边缘海研究的国际热点。此次“决心”号
开展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共有来自

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韩

国 、澳大利亚 、丹麦 、意大利 、印度 、瑞

士和巴西等 13 个国家的 66 名科学家

参加。
据“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

长、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汪品先院士介绍，2017-2018 年，“南海

深部计划”将进入全面集成的关键时期

和冲刺阶段， 将汇总各项目的丰富成

果，聚焦关键重大科学问题，推进整体

深入集成，强化亮点和突破。 争取在计

划结束之际，展示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

的科学成果，推动南海成为开展大型国

际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在国际上

树立边缘海的研究典范。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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