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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洋科学领域研究热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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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海洋科学领域在海洋生物、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环境以及海洋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

进展。本文主要基于2018年国际海洋科学领域的重要科学战略规划、重要科研动态和重要科技文献等,概括

总结2018年海洋科研前沿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如海洋微塑料、海洋脱氧、两极冰川变化、大西洋经向翻转

环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珊瑚礁生态系统、废水注入与地震的关系、水产养殖和渔业管理以及海洋新技术研

发与应用等,以期为我国海洋科技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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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占地球表面面积的71%,其巨大的科学研

究潜力和丰富的资源,吸引着各海洋强国的广泛关

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的海洋工作指引方向。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

利亚等国拥有辉煌的海洋开发历史,是全球最重要的

海洋国家,其海洋政策的动向对全球相关领域有较大

影响。2018年全球海洋科研工作者在海洋生物、物
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环境以及海洋技术等方面的

研究持续推进,围绕海洋微塑料污染、全球变暖对海

洋的影响、渔业管理和海洋观测探测技术等热点问

题,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取得诸多突破。本文主

要以2018年度国际海洋科学领域的重要科学战略规

划、重要科研动态和重要科技文献等为对象,分析概

括这些战略规划以及重要研究成果,加强国际研究前

沿动态的了解,包括前沿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以期

为我国海洋科技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参考和

借鉴。

1 重要规划与战略

1.1 国际组织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塑料污染特别是海洋塑料污

染,2018年1月1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循环经

济中的塑料战略》,战略提出到2030年欧盟成员国将

实现所有塑料包装产品的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塑料

产品消费,限制在产品中使用微塑料(如在化妆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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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微塑料),具体举措包括提高塑料回收的经济效

益、减少塑料垃圾产生、防治海洋塑料污染、推动投资

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合作5个方面。2018年2月,
为明确联合国海洋科学十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总体

目标及实施要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联合国海

洋科学十年可持续发展路线图》指出,海洋科学十年

(2021—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总体目标包括:
实现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

知识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及广泛合作交流;提供海洋

科学发展所需的数据和信息,为海洋科学的《2030年

议程》取得良好进展提供政策支持。4月13日,国际

海事组织在伦敦通过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的初步

战略,力争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2008年至少

减少50%,并逐步实现零碳目标。

1.2 美国

  为确保美国海洋强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有关部门

和机构发布一系列规划和报告。5月21日,美国发

布《蓝色未来:梳理中美海洋合作的机遇》,通过中美

海洋对话确定两国在海洋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合作途径。10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发布升级版的《NOAA
 

珊瑚礁保护战略规

划》,更新后的战略规划列出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

重点事项,包括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渔业

可持续性、减少陆源污染和恢复珊瑚种群。11月,美
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题为《美国国家海洋科技

发展:未来十年愿景》的报告,确定2018—2028年间

海洋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发展机遇,以及未来十年

推进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的目标,包括了解地球系

统上的海洋、促进经济繁荣、确保海上安全和保障人

类健康。

1.3 英国

  3月,英国发布《预见未来海洋》报告,从海洋经

济发展、海洋环境保护、全球海洋事务合作、海洋科学

等4个方面分析阐述英国海洋战略的现状和未来需

求。7月,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宣布未

来5年将投资2
 

200万英镑用于与气候相关的大西

洋科学研究项目。11月19日,为应对英国水产养殖

面临的战略挑战,英国NERC、生物技术与科学研究

理事会共同发起英国水产养殖计划,共资助510万英

镑,用于藻类疫苗研发、遗传和育种模式、贝类可持续

发展、鳟鱼肾脏疾病免疫、鲑鱼的健壮程度以及它们

对疾病的免疫程度等方面的研究。

1.4 其他国家

  2018年2月20日,日本基金会宣布“海底2030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计划于2030年完成全球海底深

度地图绘制。4月,澳大利亚科学院和新西兰皇家学

会联合发布《发现生物多样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分类学和生物系统学十年规划(2018—2027)》,报告

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多数的物种还未被发现、命
名记录,未来10年需要推动分类学和生物系统学的

发展,利用新兴技术,发展关键基础设施,满足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需求。5月,日本《海
洋基本计划》发布,将海洋政策重点从海洋资源开发

调整为海洋安全保障。6月,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

所(The
 

Australian
 

in
 

Slitute
 

of
 

Marine
 

Science,

AIMS)发布《北部地区海洋科学计划》,以促进澳大

利亚北部地区的海洋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推广应用。

10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机构提出应对气候变化

的十三项海洋解决方案,方案可以分为4个主题:遏
制气候变化的致因,如开发可再生的海洋能源或恢

复、保护海洋植物以捕获和储存碳;通过建立海洋保

护区、减少污染和禁止过度开采资源等方式保护生态

系统;通过改变云层或海洋反射率来保护海洋免受太

阳辐射的影响;直接操纵物种的生物和生态适应性,
例如物种迁移等。

2 重大前沿及突破性进展

2.1 海洋微塑料研究

  英国科研人员最早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海

洋水体和沉积物中塑料碎片的论文,并首次提出微塑

料的概念,其定义为直径小于5
 

mm的塑料纤维、颗
粒或者薄膜,又被称作“海洋PM

 

2.5”[1]。海洋微塑

料在海洋环境中广泛存在,其来源有两个:一是直接

排放至海洋的小颗粒,二是海洋环境中大块塑料分解

而成的小颗粒。微塑料的数量日益增多,对生物和生

态产生显著影响,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主导的一项

研究表明南极磷虾可将摄入的微塑料(31.5
 

μm)分
解为直径小于1

 

μm的碎片,并将其排出体外[2]。目

前最普遍的塑料微粒是纤维,纤维很容易从地毯和羊

毛衣服等普通材料中脱落,并因其体积小所以能被如

浮游动物这样的海洋生物摄食。然而,迄今为止很少

有研究关注纤维的海洋污染,有研究表明贝类可以消

耗微纤维,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消耗速度以及纤维存

留时间[3]。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首次在大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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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鳟鱼的肠道中发现115种人造垃圾碎屑(包括微塑

料纤维),其中94%的碎屑是半合成和天然衍生材料

的混合物,6%是合成材料。但在幼珊瑚鳟鱼中检测

到的微纤维来源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包括国内、陆基

和船运污水排放,也可能包括通过海洋或大气运输的

国际来源[4]。

  目前关于微塑料的研究往往重点关注受到负面

影响的物种,然而,为更好地理解生态群落应对人类

压力的反应,对那些污染物容忍度高的生物体进行研

究同样重要。香港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
研究过的其他物种相比,一定浓度的微塑料对Crep-
idula

 

onyx 的生长和发育没有影响,表明这些小侵

略者可能会进一步威胁其他耐压性差的海洋生物[5]。

2.2 海洋脱氧(海洋含氧量下降)研究
 

  气候变化是海洋缺氧的罪魁祸首。自1950以

来,海洋低氧区增加10倍多,贫氧海域扩张4倍,其
中某些区域已失去40%的氧气。据预测,随着人口

和经济的增长,在全球持续变暖和向沿海地区增加营

养输入的情况下,脱氧问题在未来几年将更加严重。

2018年9月3—7日,来自33个国家的300多名科

学家共同探讨海洋中氧气含量下降(即海洋脱氧)的
原因及影响,并发布《基尔宣言》,呼吁全球提高对海

洋脱氧的关注,并应迅速采取行动限制海洋污染,尤
其是过度营养输入和决定性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6]。

  美国罗德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气候变

化,低氧区可能会迅速扩大,导致远洋中层海域生态

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即使是轻微的海洋缺氧(氧气水

平下降不到1%时),也会对微小浮游动物产生重大

影响[7]。
 

史密森尼环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发表在《科
学》杂志上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中叶开始,公海和

沿海水域含氧量降低主要是由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和沿海水域营养物质排放(农业灌溉、污水排放等)所
导致。公海的低氧区已经扩大几百万平方公里,上百

处沿海地区的含氧量已经低至会影响动物的分布、限
制动物繁殖并改变重要营养物质的循环[8]。

  波罗的海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氧区之一,大部分海

洋动物在那里无法生存。这片海域长期以来一直处

于低氧状态,芬兰图尔库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波罗

的海缺氧现象开始于20世纪初,比之前人们认为的

要早几十年。人类带来的污染(化肥和污水)是主要

原因,过度的氮磷营养污染可能会导致藻华而进一步

加剧沿海地区的氧气消耗,使该海域缺氧状态长时间

不能逆转[9]。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研究人员利用铀同

位素技术估计海洋中的氧含量,确定数百万年前海洋

中脱氧次数,并发现由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较高温度

造成的营养物质流失可能是缺氧(或称去氧)事件的

驱动因素[10]。也有研究表明,全球冷却造成的全球

海洋缺氧事件导致晚期奥陶纪大规模灭绝或海洋动

植物灭绝,在奥陶纪晚期大规模灭绝期间,缺氧海底

的数量大约增加15%,而现代海洋只有不到0.5%的

海底是缺氧状态(主要是黑海)[11]。加州大学圣克鲁

斯分校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文号召全社会和政

界共同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含氧量降低的局

面,提出增强公众忧患意识、加强互动的必要性[12]。

2.3 两极冰川变化研究

  自1992年以来,南极冰盖的融化使全球海平面

上升7.6
 

mm,其中2/5的海平面上升(3.0
 

mm)发
生在过去的5年时间内[13]。20世纪中期以来船载观

测显示南极洲周围海冰总面积呈长期下降趋势,冰架

变薄速 度 最 快 的 区 域 位 于 西 南 极 洲 的 阿 蒙 森 海

(Amundsen)和 别 林 斯 高 晋 海 (Bellingshausen),

1994—2012年损失10%~18%的冰架[14]。西南极

冰盖的融化对海洋温度变化高度敏感,其融化速度会

随着深海温度的变化而加快或减慢,而且变化幅度远

比之前认为的要大[15]。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新研究

表明,近年来南极冰盖融化速度加快,到2100年,海
平面可能比先前估计的大约76

 

cm多增加25
 

cm;另
外,随着南极冰盖的融化,大气层变暖将延迟大约十

年,但海平面上升将加速;再者,除缓慢变暖和增加海

平面外,南极冰盖的融化将改变降水状况,比如热带

雨带将向北移动[16]。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指出

南极洲冰川边缘微小冰层的损失可以加速几百千米

外岩 石 上 冰 的 移 动[17]。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等机构的新研究指出,强厄尔尼诺事件会造

成南极冰架严重的冰层损失,而在强拉尼娜现象下则

相反
 [18]。通过分析1995—2009年5次主要的冰架

崩塌,澳大利亚南极局研究人员发现最近几十年来风

暴驱动的海洋膨胀(Ocean
 

swell)引发南极冰架的灾

难性解体,研究认为将海冰及海浪纳入冰盖模式将有

助于科学家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更准确地预测剩余冰

架的发展以及南极冰盖在海平面上升中的贡献[19]。
法国海洋局一项研究表明,在年际和年代际尺度上,
海浪对近岸海平面变化的影响与冰川融化、海洋的热

膨胀同等重要,海浪的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弱或者

增强冰川融化以及海洋热膨胀所造成的近岸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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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20]。

2.4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研究

  2005年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科学家提出

AMOC有明显减弱的迹象[21],而由于人类活动导致

的气候变暖,环流可能会再次进入脆弱阶段。英国伦

敦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北大西洋海域的深对流早在

1850年左右开始下降,可能是因为“小冰河时期”北
极冰层融化生成的淡水的流入,导致海洋环流减弱。
由于二氧化碳的持续过量排放,预计未来气候将继续

变暖,冰层将继续融化[22]。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研究人员对全球气候模式和海表温度数据集进行分

析,认为AMOC在20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减弱,其速

度比原速度下降15%,在冬季和春季表现最为明显,
并导致北大西洋部分海域表面温度下降,以及墨西哥

湾平均气流的轻微偏北移动[23]。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发现大西洋洋流变化与陆地降

水之间存在关联性,并且这种关联性已经存在数千

年,这一重要发现将有助于科学家认识和理解地球历

史气候过程控制要素将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气

候[24]。华盛顿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新研究发现,
这种减弱不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而是大西洋环流自

身数十年周期的一部分,而这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

气温[25]。

2.5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是太平洋赤道地区

的信风和海洋表面温度的不规则周期性变化。韩国

浦项科技大学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大西洋海表温度

的变化可以提前一年多预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这样

的极端气候变化[26]。韩国釜山国立大学通过分析导

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变化的关键机制,发现东太平洋

厄尔尼诺事件的特点,其回归时间为3~7年,而中太

平洋事件往往平均2~3年发生一次,回归时间的不

同取决于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的剧烈程度[27]。

  中国海洋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温室效应下的东部

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P
 

El
 

Niño)的变率增加,而

EP
 

El
 

Niño事件发生时,强烈的海温变暖会导致美

国西南部、厄瓜多尔和秘鲁东北部的水灾以及西太平

洋周边地区的干旱。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东太平洋

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太平洋及其以外珊瑚的大量白

化,以及热带辐合带和南太平洋辐合带向赤道移动,
并导致太平洋一些区域发生灾难性的洪水而其他区

域却严重干旱[28]。

2.6 珊瑚礁生态系统研究

  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有着

巨大的文化、生态和经济价值,在保护海岸线免受海

浪和风暴的破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许多

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避难所,然而珊瑚礁面临着多

重压力,包括海平面上升、营养机制的改变、海洋酸化

以及海洋温度的升高。海洋酸化影响珊瑚礁的整个

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单个的生物或物种[29],而且随

着海水pH值的下降,珊瑚钙化空间中的碳酸盐离子

浓度也会下降,因此在pH值较低的海水中,珊瑚的

骨骼更薄,更容易受到海浪冲击和侵蚀的影响[30],但
有一些珊瑚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含钙量对抗海洋酸化

的影响[31]。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生态学家在Na-
ture发文指出浅水海岸生态系统中的海洋植物和海

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降低周围环境的酸度,因此维持

原生海水植被可以部分削弱二氧化碳水平升高引起

的、对海水pH值比较敏感的珊瑚礁的酸化效应[32]。

  全球珊瑚礁受海洋温度升高的威胁,是导致珊瑚

白化的主要原因。之前有学者认为深海珊瑚比浅水

珊瑚更安全,不会受到海洋变暖的影响,但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深海中,珊瑚偶

尔也会暴露在变暖的海水中,而仅靠海洋表面测量数

据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深海珊瑚承受的热力强度[33],
这对长期以来深海珊瑚可以作为海洋生物的避难所

的观点提出质疑[34]。珊瑚白化摧毁大片珊瑚礁,且
现在发生的概率是40年前的5倍,但有研究表明在

有更高频温度变化的区域(即白天水温升高,夜间下

降),珊瑚礁不容易发生白化。每天温度的变化会使

珊瑚在热应激事件发生时变得更强、更有抵抗力,这
些珊瑚的存在可能为珊瑚礁恢复提供可能[35]。

  弗吉尼亚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通过使用尖端的

基因组技术来研究海洋变暖和酸化对珊瑚的影响和

其共生藻类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结果表明共生藻

类比其珊瑚宿主有更强的应对气候变化能力[36]。研

究预测,未来珊瑚将对温度的波动更加敏感,并加剧

其偶然死亡率,但大堡礁整体珊瑚种群将成功地适应

变暖,并至少再生存一个世纪。研究呼吁相关部门出

台管理策略,减小自然界干预珊瑚礁珊瑚遗传多样性

的可能,增加珊瑚存活的概率[37]。

2.7 废水注入与地震的关系研究

  水力压裂是油气开采最常用的生产方法,通过压

裂技术使得油气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多的废水被

回注到地下[38]。压裂本身通常不会引发地震,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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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过程中废水注入则会增加地震活动的风险,在短时

间内大量注入废水,当其临近应力断层临界时,可能

会引起持久的地震活动[39]。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

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地震和地下水模拟分析发现,
经历过地震的地点与大规模废水注入地点在时空上

紧密相关,年平均注入井位置是地震活动增加的预测

指标,为减少大地震的风险,需要大规模减少废水注

入量[40]。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基于对水力压

力废水注入与诱发地震之间关系的模拟,认为废水注

入引发地震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注入流体的体积,还取

决于存储在附近断层上的能量。其研究结果可通过

量化地震在废水注入点之外能够传播的距离,从而预

测诱发地震的最大震级及范围[41]。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领衔的研究小组基于贝叶斯

网络方法,并结合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注入井

记录和地震数据,对过去6年废水的注入体积、深度、
位置以及地质特征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发现

废水注入的深度与地震矩释放量密切相关,注井越远

离结晶基底,地震矩释放越小,将注入深度限制在距

离结晶基底200~500
 

m内,可将年度地震矩释放量

降低1.4~2.8倍,该项研究可以使监管行为在地震

效应方面得到合理的量化评估[42]。

2.8 水产养殖和渔业管理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水温

上升,沿海国家的总体水产养殖生产潜力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下降。该研究特别关注3种变化的海洋条

件:海洋表面温度、海洋酸化以及藻类的变化[43]。该

研究的第一作者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如果当前

的水产养殖和农业在未来保持不变,那么到2050年,
野生饲料鱼的数量很可能会被过度捕捞,因此需要合

理地改变水产养殖和农业生产以避免出现该情形。
该研究团队首次尝试预测水产养殖和牲畜业对草鱼

的需求,同时提出维持健康、稳定的野生鱼类种群生

长所需的措施[44]。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尔

湾分校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气温持续升高,到

2300年世界渔业产量平均会下降20%,西太平洋大

部分地区的渔业产量下降50%以上,而北大西洋的

渔业产量将下降近60%
 [45]。美国罗格斯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推动海洋物种向极地

方向转移。如果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到

2100年,70多个国家将在其水域中看到新的鱼类种

群,而两个邻国之间高价值物种分布的潜在变化可能

对渔业管理构成挑战[46]。

  目前,渔业活动覆盖全球至少55%的海洋,但非

持续性的捕鱼模式已经耗尽世界各地沿海的渔业资

源,给许多沿海和岛屿地区的粮食安全和文化特性造

成威胁。戴尔豪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

海的捕鱼船队对世界海产品供应的贡献不到3%。
这一发现违背公海渔业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共同

主张[47]。利用卫星跟踪、机器学习和自动识别等跟

踪技术,全球渔业观测站(Global
 

Fishing
 

Watch)的
研究人员揭示全球渔业活动范围,该结果将有助于改

善有关人员对世界海洋的管理
 [48]。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停止过度捕捞会促进许多濒

危物种的种群恢复,这些濒危物种大多数为商业捕捞

中被误捕到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49]。

2.9 海洋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NOC)的创新型海洋机

器人(ecoSUB)在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完成试验

任务。这种新型微型水下机器人试验的完成能有效

帮助了解海洋自主水下系统的能力,将有可能改变海

事领域的数据收集现状[50]。另外,该中心发明的一

款新型深海滑翔机(Deep
 

glider),能够承受海洋最深

处相当于600个大气压的压力,且可保持6个月以上

的续航能力,可以测量海水温度、盐度、浮游植物丰度

等参数[51]。德国GEOMAR的研究人员通过数据管

理,首次基于人工智能(AI)技术,开发出一套全新

的、用于海底图像分析的全自动工作系统,该套系统

可以使潜水机器人或自主潜水器在深海中独立进行

测量,并可科学地评估大量高精度海底图像数据,具
有一定系统性和可持续性[52]。英国新建的极地科考

船极地研究船“RRS
 

Sir
 

David
 

Attenborough”下水并

进入下一阶段的建造工作,该船是英国政府近30年

来建造的最先进的极地科考船[53]。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成功发射一颗测冰卫星(ICESat2),是
同类中最先进的激光卫星,可测量极地高度的变化,
计算其对全球海平面和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借助该

卫星技术美国首次成功获得全球冰云分布图,从而填

补一直以来无法直接探测冰云的科学空白[54]。美国

夏威夷大学和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的科学家首次

在海洋中部署远程自主式水下航行器(LRAUV),用
于收集水温、化学及叶绿素等相关信息(微观藻类的

指标)[55]。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

科学家们研发一种新型鳗鱼幼虫状机器人,该研究的

关键创新点是使用鳗鱼机器人周边的盐水来产生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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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力。在未来的工作中,研究人员计划为鳗鱼机器

人造一个头部来容纳一套传感器[56]。

3 展望

  本文主要概括2018年国际组织和重要海洋国家

发布的海洋领域相关战略和规划,以及国际海洋科学

研究人员围绕海洋领域重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从文

中可以看出,国际组织和海洋强国都十分重视海洋健

康问题,提出一系列举措以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应
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并强调了国

际合作的重要性。海洋微塑料已广泛存在于海洋中,
影响着从浮游动物到大型动物的所有海洋生物的方

方面面,包括觅食机制、生长环境和营养水平等。另

外,持续的海洋脱氧现象正迅速蔓延,并对海洋生物、
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构成威胁。海洋微塑料污

染和海洋脱氧等问题已成为人类亟待应对解决的全

球性重大海洋环境问题,引起科研人员极大关注,国
际组织和主要国家也发布相关战略计划旨在进一步

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另外,气候变暖

导致南极冰盖融化,加速海平面上升同样受到高度关

注。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海水升温和海洋酸化已

成为当今不争的事实,海洋变暖导致沿海国家的总体

水产养殖生产潜力下降,海洋酸化和海洋变暖致使珊

瑚礁严重退化、生态功能降低、生物丰富度和生产能

力下降等问题也是近年来各国政府、海洋研究机构和

学者的研究热点。海洋科考船和深潜器等是开展海

洋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2018年海洋研究强国

英国、美国和德国新研发的海洋技术手段得到应用,
未来将进一步帮助研究人员开展更深入的海洋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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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the
 

marine
 

science
 

field
 

made
 

important
 

research
 

progress
 

in
 

marine
 

biology,
 

physical
 

oce-
anography,

 

marine
 

geology,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ne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strategic
 

planning,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trends
 

and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science
 

in
 

2018,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the
 

frontier
 

field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2018,
 

including
 

marine
 

microplastics,
 

ocean
 

deoxidation,
 

polar
 

glacier
 

changes,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coral
 

reef
 

ecosys-
t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tewater
 

injection
 

and
 

earthquakes,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age-
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arine
 

technolog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
searchers

 

and
 

managers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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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evelopment
 

trend,research
 

hotspot,new
 

marine
 

technology,research
 

front,stra-
teg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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