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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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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综述了国际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现状以及海洋生物物种的数量及分布 ! 综述了我国海洋生物物种多样

性研究现状 " 经济生物的数量 " 海洋珍稀物种的数量与分布 ! 介绍了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的缘起 " 项目的组织和实

施以及全球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展望 ! 最后 # 探讨了我国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的若干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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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 通常

指一定面积区域内发现的物种数量* 目前地球上已经描述

的物种数量在 AWJ 万!AXJ 万种之间!A#- 但全球多样性评价认

为保守的估计应该为 AXT 万种!F#* 已知陆地上的物种数量多

于海洋’这主要是由于甲壳虫UY@8)@%’)*2V的物种多样性特别

高所致* 海洋动物门类的数量多于陆地动物门类’海洋动物

有 DT 个门类’其中 AW 门独有 ) 淡水有 AW 门类’但没有一门

独有) 陆地动物有 AA 门类’其中只有 A 门独有’上述数字包

括最新在挪威龙虾的鳃中发现的 Ya/8&@%5@*2 门 !D#%物种门类

多样性在海洋中体现得最明显’因此’加强海洋生物物种多

样性研究’对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进一步研究生物的遗

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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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 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现状

!"! 海洋生物物种的数量及分布的区域性

目前已知的海洋生物约有 !" 万种"但究竟有多少种海

洋生物"科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认为实际的数量

应在上述数字的 "’ 倍以上()*$ +&,--./ 0 1,23%./4 认为深海

还有 " ’’’ 万种物种没有得到描述(5*"但 1,6 认为较合理的

估计是深海大约有 5’ 万种生物没有得到描述(7*% 最近执行

的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表明"!’’’ 年以来 8 鱼类 学家 已

经鉴定了 7’’ 种左右的海洋鱼类 ()*"目前已经记录的鱼类有

"5 9’) 种"最终估计大约有 ! ’’’ 种! 在已发现的海洋生物

中"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一是大部分海洋物种是底栖

生物"而不是水层生物 (:*"这是海洋动物区系起源于海底沉

积物的结果! 虽然海水的体积要比生物栖息的底栖生境大

无数倍"但浮游生物只有 9 5’’;) 5’’ 种(<*!二是物种分布的

近海性"绝大部分海洋生物分布在近海! 据 =>?/. 估计"大

洋鱼类大约只有 " !’’ 种"而近海鱼类达到 "9 ’’’ 种"近海

的鱼类物种多样性高于大洋水域(:*!
!"# 物种分布的地方性

物种多样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物种 @分布面积

有限的物种A或称之为地方特有种! 南极的地方物种数量多

于北极! B%C/&D- 等人曾对 :EE 种泛热带鱼类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有 ":F 只分布在 " 个方网格@!!9!!!9 4GA中"在

印度洋记录的 )<! 种珊瑚种中有 !:F只出现在 " 个站位(E*"
而在 "7 个站位的 " !’’ 种棘皮动物种"):F 只分布在 " 个

区 ("’*! 物种的高度地方性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时需

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 生境的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

近海区 存在 广 泛 的 多 种 已 知 具 有 高 物 种 多 样 性 的 生

境"如海草床&近海沉积生境&红树林和珊瑚礁!B,6 @"EE"A
分析了美国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滨海湿地" 结论是

两地之间咸水沼泽与淡水沼泽& 森林’树丛’灌木和潮间

带的比例差异很大"因而导致两地间生物多样性的差异! 珊

瑚礁本身变化巨大"无论是珊瑚还是珊瑚礁生物"礁坪&礁

脊和礁坡之间的差异都相当大" 故最好把每一个组分都认

定为生境间多样性! 硬性的岩石表面具有丰富的结壳动物

和植物8 如丛生的贻贝(""*! HI2J,>/4 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近岸

海域发现了 9’’ 多种物种 ("!*"1%%&/ 在物种贫乏的北方海域

的 英 国 伊 斯 特 海 岸 (K,-D 2%,-D)& 北 方 海 域 的 指 状 海 带

@!"#$%"&$" ’$($)")"A丛中发现了 95’ 多种物种("9*% 如果要预测

未来的变化"就需要在群落&生境和景观三大层次上评价生

物多样性$如果要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则要保护生境% 生

境的损失则导致基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损失%

#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

#"! 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在我国海域已记录的 !’ !:< 种生物@表 "A"约占世界海

洋 生 物 物 种 总 数 的"’F% 其 中 动 物 界 记 录 的 种 类 最 多

("! :E) 种)"原核生物界最少(!!E 种)% 在动物界所记录的

!) 个门中"超过 ! 5’’ 种的有节肢动物&软体动物和脊索动

物等 9 个门% 超过 "’’ 多种的有腔肠动物&环节动物&扁形

动物&苔藓动物&棘皮动物&尾索动物&线虫动物和海绵动物

等 < 个门% 余下 : 个门的种数都不超过 "’ 个种% 在世界总

数中" 我国海洋鱼类占 ")F& 昆虫占 !’F& 红树林植物占

)9F& 海鸟占 !9F& 头足类占 ")F& 造礁珊瑚物种约占印

度’西太平洋区系造礁珊瑚总数的 "L9("*% 菲律宾&马来西亚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三角海域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

性最高的海域% 因此"我国南海的生物多样性最高"黄海和

渤海最低% 我国海洋物种数量从北向南递增"黄海&渤海 "
")’ 种"东海 ) "7: 种"南海 5 7"9 种%

我国海域除台湾岛东岸濒临太平洋外" 均属封闭程度

不同的陆缘海"且受第四纪冰期影响较小% 海洋生物物种具

有明显的区域特色"不仅有很多世界海洋的生物物种"而且

还保 存了 许多 在北 半球 其它 海域 早 已 灭 绝 的 古 老 孑 遗 物

种% 特有属&特有种都比较丰富"仅鱼类就有 <’ 种"甲壳类&
软体动物&浮游动物中的特有种和地方性类群都较多% 在我

国海域保存下来的古老孑遗物种和进化种中属于原始物种

的有鹦鹉螺&柱头虫&文昌鱼&中华鲟&白鲟等以及海豆芽与

酸浆贝等("5*% 鹦鹉螺是头足类动物的原始物种"在 5 亿年前

的古生代曾达到高度繁荣"其化石种类约有 9 5’’ 种"构成

了重要的地层指标"而目前只有 ) 种"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

海% 中国鲎属节肢动物是一类曾在古生代泥盆纪占优势和

统治地位的古老孑遗物种% 鲎在全球仅有 ) 种"而在我国海

域就有 9 种% 柱头虫属半索动物"是介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

动物之间的一个种类"为研究动物进化的重要材料"分布在

我国沿海潮间带% 文昌鱼属小型头索动物"是无脊椎动物进

化到脊椎动物的过渡性种类" 在动物进化方面具有特殊意

义% 中华鲟和白鲟是 " 亿年前白垩纪残留的孑遗物种"也是

表 ! 我国已记录的海洋物种及其数量与门属

界和门 物种数 界和门 物种数
原核生物界(1%>/&,)

细菌(M,2D/&3,)
放线菌(=2D3>%C,2D/&3,)
蓝菌(藻)(N6,>%C,2D/&3,)
原绿菌(藻)(NJ.%&%O6C,2D/&3,)

原生生物界(P&%D3-D,)
硅藻门(M,23..,&3%QJ6D,)
甲藻门(P6&&%QJ6D,)
金藻门(NJ&6-%QJ6D,)
黄藻门(R,>DJ%QJ6D,)
隐藻门(N&6QD%QJ6D,)
纤毛虫门(N3.3%QJ%&,)
内足鞭毛虫门(H,&2%G,-D3?%QJ%&,)

真菌界 SI>?3
酵母(T/,-D)
其他菌类(#DJ/& UI>?3)
菌藻类(162%QJ62%QJ6D,)

植物界(P.,>D,/)
红藻门(BJ%V%QJ6D,)
褐藻门(PJ,2%QJ6D,)
绿藻门(NJ.%&%QJ6D,)
蕨类植物门(PD/&3V%QJ6D,)
裸子植物门(+6G>%-Q/&G,/)
被子植物门(=>?3%-Q/&G,/)

!!E
:E
"<
"9"
"

5 ’!<
" )"!
!7’
")
9
"
97E
! EE:

"<<
7"
"!:
"

" !’9
)))
"7)
"E)
""
9
9EE

动物界(=>3G,.3,)
海绵动物门(P%&3U/&,)
腔肠动物门(N%/./>D/&,D,)
栉水母门(ND/>%QJ%&,)
扁形动物门(P.,D6J/.G3>DJ/,)
纽形动物门(W/G/&D/,)
动吻动物门(X3>%&J6>2J,)
线虫动物门(W/G,D%V,)
棘头动物门(=2,>DJ%2/QJ,.,)
轮形动物门(B%D3U/&,)
曳鳃动物门(P&3,QI.3V,)
环节动物门(=>>/.3V,)
星虫动物门(H3QI>2I.,)

虫动物门(K2J3I&Y,)
软体动物门(1%..I-2,)
节肢动物门(=&DJ&%Q%V,)
苔藓动物门(M&6%Z%,)
内肛动物门(K>D%Q&%2D,)
腕足动物门(M&,2J3%Q%V,)
帚虫动物门(PJ%&%>3V,)
毛颚动物门(NJ,/D%?>,DJ,)
棘皮动物门(K2J3>%V/&G,D,)
半索动物门([/G32J%&V,D,)
尾索动物门(\&%2J%&V,V,)
脊索动物门(NJ%&V,D,)

"9 79’
"’7
" "97
E
:’!
5!
"’
"!!
9!
":
!

" "!9
)9
E

! 79)
9 ’:<
5!)
E
<
)
9:
559
7
"!5
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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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河及近海的特有珍稀种类! 海豆芽和酸浆贝分布较

广泛"前者分布于我国沿岸潮间带"后者分布于我国北方沿

岸潮下带! 南海和东海各有 !" 种特有种鱼类"但其分布仅

限于我国近海"并不扩展到东面的日本和南部的北部湾!
单就物种种类数量而言"我国海洋物种资源较为丰富"

但从结构上看"可供直接开发的资源比例明显偏少"可捕鱼

类超万吨以上的经济种类不多! 在世界优质海洋捕捞对象

中! 年产量超过 3 444 万 5 的 6 种" 年产量超过 644 万 5 的

7!64 种"年产量在 6 万!644 万 5 之间的品种有 894!89: 种#
我国近海没有年产量超过 644 万 5 的大宗品种!历史上最高

年产量 ;4 万 5 的只有带鱼 6 种"64 万!84 万 5 的有 7 种"万

吨左右的也不到 84 种<6=>$
:": 海洋珍稀物种

我国海洋珍稀物种很多!主要有儒艮%斑海豹"北海狮"
北海狗"中华白海豚"江豚"鲸类"海龟"棱皮龟"玳瑁"黑头

海蛇"红珊 瑚"砗 磲"大珠 母贝"虎斑 宝贝"栉孔 扇贝"唐 冠

螺"大 马蹄 螺"夜 光蝾 螺"皱纹 盘鲍"中华 矬蛤"刺参"刁 海

龙"海马"黄唇鱼"松江鲈"剑鱼"勒氏皇带鱼"黑鳍鳕以及龙

虾"海蚌"长吻虫"舌形虫与分散巴伦支虫等!大部分属于国

家保护物种<6;>$
儒艮!也就是俗称的海牛和美人鱼!属海牛目!是国际

一类保护动物$ 目前现存的海牛有儒艮科和海牛科两个科!
前者分布于印度&太平洋水域! 现存种类少而化石种类较

多!后者分布于大西洋水域$ 成年儒艮体长 6?; !6?@A!体重

达 ;44 BC 以上!目前世界上仅存 ; 个种群!分布在非洲东南

部%马来西亚%菲律宾巴拉望岛%澳大利亚以北的班达海%琉

球群岛及太平洋的其它热带岛屿周围$ 儒艮历史上分布在

我国广西%海南%广东和台湾海域!尤以北部湾海域数量最

多$ 在 6D;7 年以前群体较大!其中最大的体重 6 984BC!最

小的 ;4 多 BC$ :4 世纪 =4 年代以后!儒艮数量开始逐年减

少$ :4 世纪 74 年代以来!随着海上机动渔船和养殖业的增

多%海草床退化!儒艮栖息地的萎缩越来越严重!加上近年

来由于人类的炸鱼%电鱼%毒鱼等违法活动!炸死%电死儒艮

现象时有出现!儒艮数量正在进一步减少<6@>$
斑海豹属于海豹科%海豹属!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

我国!斑海豹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的广大海区!少数个体

也可南下到东海南部% 长江口% 宁波甬江口和福建平潭海

区$ 这些区域与北冰洋的楚科奇海%北太平洋的白令海%鄂

霍次克海%日本海共同构成了斑海豹完整的洄游区域$ 我国

渤海辽东湾是斑海豹繁殖的最南区域! 最多时数量达千头

以上!现每年只有 644!:44 头左右<67>$
中华白海豚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在我国!估计中华白

海豚的数量约为 6 444 头!珠江口和厦门海域是中华白海豚

的繁殖水域$ 厦门水域目前尚有 =4 头左右<6D>!珠江口 6DD@E
6DD7 年和 6DDDE:444 年的调查表明! 调查水域中华白海豚

各季节的平均数量约 744 头! 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南部水

域!各季节的平均数量分别为 =69 和 6:D 头’香港水域主要

分布于大屿山北部F各季节平均数量为 64D 头$ 目前调查已

覆盖的珠江河口水域G包括香港水域H中华白海豚的年平均

数量约 D4= 头<:4>$ 南京师范大学 :444 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大风江口观察到 @ 头海豚! 根据现场观测和照片发

现!其背鳍及背鳍基部的形状有所不同!认为这群海豚是印

度洋白海豚(!IJKL MNJAOPL)或中华白海豚的印度洋种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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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大型洄游性鱼类!在地

球已出现 6?9 亿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被认为是

鱼类的共同祖先!享有*水中大熊猫+之誉$ 中华鲟主要栖息

在我国东海"黄海及长江"珠江"闽江等水域’在日本和韩国

中华鲟均已绝迹$ 联合国将之列为濒危物种!目前仅在中国

还有存活$ 该鱼类个体大"寿命长"性成熟晚!要 66!69 龄才

成熟!所以就显得特别珍贵$
鲎属于剑尾目"鲎科!鲎在地球上出现的时期可以追溯

到 8?; 亿年前的石炭纪$经发现的鲎化石种类约 86 种!现存

种仅有中国鲎等 9 种$ 中国鲎最早出现在第四纪!在世界上

分布范围很狭小$福建沿海是亚洲著名的产鲎区$ 中国鲎的

生活周期长! 我国有学者认为至少要 68 年才达到性成熟’
日本科学家认为要达到第 6; 年(6D 龄)$由于鲎的生存环境

狭窄"性成熟时间长!种群破坏后难以恢复!在香港"广东和

福建为省级保护动物$
南海鹦鹉螺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西沙和南沙群岛的

库氏砗磲!国家已严禁采捕!在南海周边国家也受到严格保

护$ 克氏海马虽有一定的数量分布!但也很难捕到$ 生活在

沿海及河口区的黄唇鱼是珍贵稀有物种资源! 现仅偶然捕

到!其数量之稀少!已进入*生态灭绝+阶段$
我国海南岛三亚海域分布有 664 种左右造礁珊瑚!至今

已鉴定到 68 科 89 属和 6E: 个亚属F 还有 84 种软珊瑚!其中

6DD@ 年 在 小 东 海 发 现 的 一 种 截 顶 蔷 薇 珊 瑚 (QIR5SMITL
5TJRUL5L)是世界新记录$ 大部分的地方种和濒危种!包括黄

殖翼柱头虫"短殖舌形虫"大珠母贝"马氏珠母贝"黑珠母贝"
中国珍珠贝"短翼珍珠贝"企鹅珍珠贝"多变鲍和耳鲍以及

74 多种造礁珊瑚$ 6DD7 年在北部湾的涠洲岛和斜阳岛海域

发现了 :; 种造礁珊瑚’6DD7 年在东山海域记录了 = 科 64 种

珊瑚<:8>’:449 年在防城港海域又发现了若干种造礁珊瑚$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域是南麂列岛海域$ 在

总面积为 :46?4=BA: 的南麂列岛!已经鉴定的各门类海洋生

本栏目由中国解剖学会!中国海洋学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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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 3 456 种!包括贝类 786 种"大型底栖藻类 694 种"微小

型藻类 75: 种"鱼类 ;9: 种"甲壳类 859 种和其它海洋生物

659 种# 其中贝藻类分别占全国贝藻类种数的 ;<=和 85=!
约占浙江省贝藻类种数的 4<=!有 ;> 种贝类目前在我国沿

岸仅见于南麂海域$黑叶马尾藻%头状马尾藻和浙江褐茸藻

是在南麂列岛发现的世界海藻新种!还有 88 种藻类被列为

稀有种& 在 75: 种微小型藻类中有 ;? 种为我国海洋微小型

藻类的新记录& 南麂列岛的物种体现出很好的生物多样性

和稀缺性!从而使南麂列岛获得了’贝藻王国(的美誉# 该区

不仅有丰富的藻类%贝类%鱼类和甲壳类!而且还有浙江省

的 : 种新记录%5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 : 种国家保护物种

名录上的生物@8;A#

; 国际生物普查计划

8? 世纪 4? 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成为生态学主要关心

的问题# 虽然人类在海洋生物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大量

没有记录的生物在各种海洋环境中被发现! 尤其是在大陆

架及深海的沉积物和珊瑚礁中!但一切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

究进展表明! 目前关于海洋物种丰度的估计大大低于实际

数量@87!85A# 在海底热喷口和冷溢出口发现前所未见的生态系

统!改变了人类对海洋物种丰度和生态系统过程的认识# 热

喷出口和冷溢出口在 85 年前才发现!但已经在若干区域描

述了 9?? 种新种# 该区域丰富的底栖软体动物%环节动物%
微生物和甲壳类很少得到描述# 在活跃地质领域的海山区

域! 最新的探索发现这里采集的样品中有 65=B7?=是没有

描述过的! 而且可能是在其它任何海域都不可能发现的 @7A#
6::9 年的海洋鱼类多样性研讨会认为) 世界上已经鉴定的

鱼类约为 85 ??? 种!其中 >?=是海水种!其余的为淡水种!
可能还有 5 ??? 种没有得到鉴定! 合计起来世界上可能有

8? ??? 种海洋鱼类! 因此人类探索海洋的时代尚未结束 @8>A#
图 6 预测全球海洋分布着 5? ??? 种浮游生物%8? ??? 种游

泳动物$ 中层水域大约分布有 8? ??? 个物种! 海底分布着

6? 万种生物$活跃地质领域有 > ??? 种未知物种尚待发现!
但实际可能比这还要多@7A#

海洋 物 种 知 识 的 差 距 导 致 了 国 际 海 洋 生 物 普 查 计 划

*&CDEFE GH IJKLDC +LHC+的组织和实施& 国际海洋生物普查

计划是一个研究计划!目的是评价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分布

和数量丰度!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查!探索和解释其时空

变化的原因!进而建立预报海洋生物多样性"分布和数量丰

度的模式&
6::4 年! 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和斯隆基金会联合召开

了鱼类普查研讨会*MJDDLENCKO 6:::+& 会议提出)*6P为了回

答历史上海洋中栖息着什么生物! 开展海洋动物种群的历

史 研 究 Q)LENGKR GH IJKLDC SDLTJU VGWFUJNLGDEX )ISVY$*8Y
为了回答现在海洋中栖息着什么生物! 开展新的现场调查

*%CZ [LCU\ VKG]C^NE+$*;Y 为了回答将来海洋中栖息着什么

生 物! 开 展 海 洋 动 物 种 群 的 未 来 研 究 *_FNFKC GH IJKLDC
SDLTJU VGWFUJNLGDE!_ISV+$*7Y 为 了 获 得 生 物 资 源 信 息 并

使 其 达 到 可 视 化 的 目 标 ! 建 立 海 洋 生 物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CJD MLG‘CG‘KJWaL^ 1DHGKTJNLGD !RENCT!*M1!+& 其中现场

调查项目中把世界按照环境条件" 采用的技术和调查的难

度归类为 > 大领域) 人类活动的边缘 *近岸水域和近海水

域+"隐蔽的边界*大陆坡和深海平原+"中央水域*有光带和

无光带+"活跃的地质区域*海山"喷口和溢出口+"冰冷的海

洋,,,北极和南极以及微生物调查&

图 6 全球海洋生物物种分布估测图

*图系按照领域估计的 : 大动物门的已知和未知物种数量&
左侧估计了已知物种数量!右侧估计了未知物种数量!未知

物种数量是已知物种数量的 5 倍& 单细胞的原生生物界和

植物界也包括在内!以便于比较& 已知物种是根据各领域各

区域内已知物种数量统计的& 未知物种数量是根据对该门

的预测和该领域广泛采样结果预测的& +

从 8??? 年开始!世界上平均每个星期发现 ; 种海洋生

物新种!每年发现 6>? 种新种& 在南太平洋喀里多尼亚的巨

大珊瑚礁中采集的 6 块 ;T; 的样品中! 科学家发现了分属

于 ; ??? 种的 6; 万个软体动物!其中许多是新种&在海洋石

油勘探水下摄像机获得的照片中! 发现了前所未见的长达

:T 的大鱿鱼*图 8+& 相信随着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的实

施!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物种将被发现&

7 我国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的若干问题

*6+历史资料的整理与挖掘& 自 6:7: 年以来!我国开

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资源调查和专项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

料!但资料分散!有些物种尚未鉴定完成&
*8+加强调查和监测& 近十多年来缺乏全面"完整的调

查& 虽然进行了一些专项调查!但由于各种原因!资料的整

理不够全面!特别是物种多样性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

图 ! 最近发现的海洋动物

!S 图 中 的 水 母b!"#$%&’"( )%(’%&*&Y 宽 达 6T"由 蒙 特 利 湾 水 族 馆

研究所#发现$并命名% 该照片是在科学家 cJdC &UJ‘FC 指导下在

古姆德洛普!eFT\KGW&海山用遥控运载机!.*0&拍摄的%
M 图中身长 :T 具有水母一样触手的鱿鱼是在全球深海 潜 水 中

用录像机拍摄的"但从来没有捕捉到标本% &

"#$% &’(%)’%生命科学研究专题

65f f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科 技 导 报
!"#$%&$ ’
($&)%*+*,-./01/2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3#建立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地理信息系统! 目前我国

海洋生物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基本属于空白! 目前$我国已

经组织了国际海洋生物普查工作组$应该在该工作组的协

调下$加强国际合作$尽快建立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地理信息

系统!
"4#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人才的抢救性培养! 多年

以来$由于忽视了海洋生物基础研究工作$以及海洋生物分

类工作者获得的科研经费少%分类工作枯燥%不容易出科研

成果等困难$我国海洋物种多样性研究队伍已经基本散失$
难以形成力量$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 因此需要组织力量

和课题!投入经费!抢救性地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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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D? 年 6 月 64 日$欧洲航天局制造的N惠更斯N号探测

器在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上着陆$ 并开始进行实地

探测! 欧洲航天局官员北京时间 6? 日凌晨宣布$地面控制

中心已收到来自(惠更斯)号探测器经由(卡西尼)号飞船传

回的信号和首批数据$表明(惠更斯)号已成功登陆土卫六$
并创造了人类探测器登陆其它天体最远距离的新纪录!

土卫六是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于 6=?? 年

通过自制望远镜发现的$ 人们因此将此次登陆土卫六的探

测器以这位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 (惠更斯)号重 @6<OP$直

径约 9;>Q$其前部有一个防热盾$并配备有 @ 个降落伞+它

同时还携带有 = 台测量仪器$以便对土卫六的压力%温度%

风速%大气成分等进行分析测量! 据悉$土卫六的环境与 4D
亿年前的地球非常相似$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探索价值!

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长布尔曼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

高度评价了这一探测的成功! 她说$探测计划的成功将为人

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使得许多发明创新成为可能$为人类了

解地球早期的历史提供帮助$ 这是空间科学技术领域最为

了不起的事件之一!
(惠更斯)号探测器是 6<<> 年 6D 月由美国(卡西尼)号

飞船携带发射升空的$ 经过 > 年约 @? 亿 OQ 的飞行后才进

入土星轨道$并于 9DD4 年 69 月 9? 日与(卡西尼)号飞船分

离! 封面照片为(惠更斯’号探测器飞向土卫六的想象图"

!封面文字说明!

!惠更斯"号探测器成功登陆土卫六

本栏目由中国解剖学会"中国海洋学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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