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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I罗芮 秦昕 (照片r}1受访者提供) 

“
一

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 

波浪里把路开⋯⋯”这一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 《珊瑚颂》，作 

为为数不多的海洋歌曲佳作 ，即描写 了海洋生态，叉烘托 了海洋 

精神，常常让海洋人引为知音 然而在国内，对于珊瑚礁这一重 

要的海洋生态系统 ，较 为广泛和深入的研 究起步很晚；南海珊瑚 

礁是全球最重要的珊瑚礁之一 ，大规模的生态调查也是在近年 才 

开展起来 



萤：繁枝鹿角珊瑚 下圈：澄黄滨 

胡 

0̈-，J、 ／I ．H家海} J．『)l暂海 ：境l 4中心 卅尉j瞧顺Ij负 人． 

攻波坝 l：学 H、f． 方⋯址J=JjJ}删礁 态 然而 们f i 

入 ．这个来 汀 的小伙 埘删制礁还 ‘厄昕知 ，200(； 

研究，卜 {l 级 ．他 ·次袅 划 每呔活 行的删删 “ 

· 』̂＼ ‘』、／＼的花儿 ‘1=丫_，T‘姿 态，色彩缤纷，爻川、f又脆刺” 

他 做 这 个绚 义 秘的 ff{： ； j 吸 jl， J=JJJ}瑚礁 姚此 

缘，研究 、守 一这"海J “秘密1i—o-．／L~I．I，成乃他人'Li9 ⋯ 

多{} 术。我 的J=jjJ}删难州 _f̈ 测处 J：海洋 l 作的边缘 ． 

儿苻 中 近H 近海．、【l，务也 i 要}ll{地 的海洋环境 洲 

乐 ，南海远海删瑚礁n勺教 资料儿乎地 ”空白 他⋯ 

川 参JJIl l 作时 ．⋯ ‘对 u的J=JjJ}J_1IlJj礁 、II，努．Ï_，J、军从 J JL 

的呔 ，卜物的 洲fIJ研究，f}l}研究和 护缤纷 的珊删， 

一

A址他心头紫绕的梦想， “我的 r作就 I订海． 一定订机会 

,fll驯删 llf续lm缘 !” 

随行 家 “建没 洋牛态 逆l1Jj” 念的忖 ，对 j 珊删】{麒 

系统这 一 婴海洋l，Ii念 哎邴分的研究fu 作逐渐捉 ㈠ 

【l II,f小 结 I 作， 入 删删礁丈献资料，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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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们7 

研珊瑚礁监测技术 ．积累南 

海珊瑚和礁牺生物种类鉴定 

知识，练就 r一身高超的潜水 

和珊瑚鉴定技能 在他的带动 

下，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培养 

r大量从事珊瑚礁专业 查的 

技术人员，珊瑚礁监测凋查业 

务能力不断提升，实现 了从弱 

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2014年，机会来到了做好 

准 备的南海分局和时小军面 

前一一国家海洋局启动了第二 

次海岛资源综合渊查 ．时小 

军作为技术负责人挑起了其L}| 

珊制礁凋查工作的火梁．．他虚 

心 业IJ、J专家学者清教，参照 

吲I～、国际标准，主持修订 厂 

第二次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珊瑚 

礁生态 查技术规程．并结合 

工作实际不断改进 I忙4查技术 

法，完成了多项珊瑚礁监测渊 

查评估行业标准的制定。 

作为技术负责人，时小军 

的学术知识扎 实 ，潜水技术 

好．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最重 

的工作任务，多次领队实施珊 

瑚礁专项 渊查 航前 ，他 多 

方搜集资料，涧研走访相关单 

位，召集训查队员研究讨论， 

集思广益，制定实施方案和应 

急预案 作业时，他不仅是下 

潜次数最多的一线调查员，作 

为负责人．他还要部署调查母 

船和小艇上各个岗位人员的工 

作 ，关注周围环境和队员下 

潜、上浮情况 ：作业后，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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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查影像质量、整理凋查资 

料 、汇报当天作业情7兑、拟定 

第二天作业汁划 、检查仪器 

设备⋯⋯3年来 ，时小军带领 

调查队员先后完成了大量一手 

调查影像资料的拍摄和分析判 

读，牵头编制专题成果报告3(】 

万字，工作成果取得 r业内多 

个第一 

201 6年，国家海洋 部署 

了南海珊瑚礁调查任务 4月 

至6月，时小军带领 查队 ． 

冒着高温酷暑．历H742天．对 

南海重点海域一百多个站位 、 

几百条断面的珊瑚礁情况进行 

了密集的 调查 ，取得 r大量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 ，填补 了我 

国在该海域海洋 查的多项空 

白 这是我l五1迄今为止组织的 

规模最大 、站位最密集、I J、j容 

最全面的珊瑚礁生态渊查，初 

步掌握了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 

的状况，为相关海域珊瑚礁生 

态系统保护管理奠定了基础， 

并用扎实的数据 、及时而有力 

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一 

调查发现南海珊瑚礁的退化是 

有限和可控的．与全球珊瑚礁 

退化趋势一致，退化的原因以 

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主要 

是渔业捕捞和采挖。 

珊瑚礁渊查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人工潜 入水下直接观测 

阳光、海洋、珊瑚 、潜水⋯⋯ 

听上去仿佛都是令人神往的热 

fJ旅游项目．然而调查工作远 

不像走马观花的旅游潜水那样 

惬意 

南海海域气象复杂 、多 

变，适合开展珊瑚礁潜水 查 

的气象窗口期极其有限 在 

开展南海珊瑚礁生态 查工作 

图1：时小军在检查气瓶 

图2：同事帮时小军整理装备，准备下水 

图3：水下作业 



时，一百多个站位，几百条断 

面 ，只有3O天左右的作业时 

IhJ，时I'nJ紧任务重，每人每天 

最多要下潜6次，每次四五十 

分钟。出于安全考虑．一般要 

求在海况较好的条件下开展潜 

水作业 ，但是为了保证作业进 

度，时小军和他的团队有时在 

海况较差时也坚持下潜i腊J查作 

业。 “风浪大的时候。人漂在 

海面很容易晕浪 常年出海， 

晕船早就 惯了，但晕浪那可 

比晕船更难受 ，有时我们人刚 

刚从小艇下到水面，就不得不 

一 把摘掉呼吸器狂吐起来。” 

时小军笑着说。 

好在夏季的南海好天气还 

是比较多的，但那并不是 “风 

和 日丽 ”，而是阳光暴晒 ．环 

境高盐 、高湿 、溽热 ，让人 

感觉非常难受 。由于珊瑚礁 

涧查是在浅水区域作业．母船 

只能是几百吨的小船，续航力 

不足，生活、工作条件十分艰 

苦。小小的餐厅也是调查队员 

们开会布置任务、讨论调查方 

案、休闲娱乐的多功能厅；船 

上没有专业的实验室，需要立 

即分析样品时，把餐桌收拾一 

F就是临时的实验台；每天资 

料整理 、数据处理、撰写报告 

的工作都挤在一l"ul小小的工作 

『臼J内 ．船上一问五六平方米的 

住舱，要住4名调查队员，空 

十分逼仄，转个身部会不小心 

撞上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 

是调查船上没有专业存储冷库 

， 副食存放十分有限，船方就 

在甲板上圈养了一些鸡鸭，在 

狭窄的船上，机油味混杂着禽 

类排泄物的臭味．即便不晕船 

也让人作呕。为了给体力较弱 

的队员提供较好的休息环境． 

时小军积极协调，把队员安排 

在远离鸡鸭圈养区、空气较佳 

的房问．自己则住在鸡鸭圈养 

区旁边狭小的房问。 “只有队 

员们休息好了，工作才能做得 

更好 。”他说。连续的作业 ． 

还是使得航次后期船上的补 

给严重不足，由于缺少蔬菜， 

营养供应不良，调查队员ffJ感 

冒、溃疡等病症频繁发生。 

除了这些海员长期出海常 

见的病症。调查队员们还饱受 

职业病——潜水病的困扰．这 

是人在下潜和上浮过程中，由 

于压力的变化．导致体内部分 

氮气不能及时排出而造成的。 

这次调查H'14,军和他的同事们 

连续作业近30天 ，随着潜水 

次数增加，体内残余氮气的总 

量也在增加．潜水病的症状逐 

渐加重，疼痛通常出现在上肢 

或下肢关节或邻近关节处，很 

难精确定位， “疼痛严重的时 

候，就像有东西钻进骨头里， 

虽然不影响运动 ，但这很考 

验身体的承受能力。到了任务 

的后期，每个人都非常疲惫， 

腰酸背痛，每天晚饭后不一会 

儿，大家就都沉沉地睡了，鼾 

声此起彼伏 ”然而这时，时 

小军作为项 目的负责人．还要 

检查当天调查拍摄的影像质 

量，整理iJ爿查资料，总结当天 

作业情况，拟定第二天作业计 

划，检查仪器设备⋯⋯ 

珊瑚的美。是醉人的。时 

小军向记者展示了珊瑚礁外业 

凋查拍摄的珊瑚礁生态，堪比 
一 部精美的纪录片 ：阳光透 

过海水 ，投下斑驳的蓝色影 

子，一簇簇珊瑚像鹿角、像灵 

芝 、像陀螺、像小迷宫⋯⋯密 

集地盛开着，珊瑚虫的小小触 

手在水中轻轻摇曳．感受着水 

流方向．让人感受着伍尔英笔 

下 “I am rooted，but I flow” 

的诗情。视频中，渊查队员身 

穿潜水服．肩背气瓶，有条不 

紊地在水底铺没皮尺．运用长 

镜头、特写、跟拍等手法拍摄 

鱼类、珊瑚群落、!，!类、底柄 

藻类，并采集样本，在水下工 

作的姿态柔缓曼妙．仿佛与海 

水共舞 完成一个断面的水下 

作业， 查队员们抓住了小艇 

抛下的锚绳 ，安静而缓慢地上 

浮．尽量不去打扰这片海域的 

宁静 

在外人看来，这涛情画意 

确实很美，但对潜水员来i兑珊 

瑚礁有时也是十分危险的。珊 

瑚礁参差不齐又无比坚硬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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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经常给渊查队员们带来更 

令人烦躁的小伤u 一次 F潜 

作业 寸̈．时小军在打蹼时小腿 

被尖锐的珊瑚戳伤，由于泡在 

海水里身体触觉 敏感 ，他专 

注于作业，没有发现身后的一 

片海水已经被血染红了．．身旁 

的I叫书一个劲儿地打手势，他 

这才发 受丫伤 他看 了一 

下．觉得伤势不重，就一直坚 

持到作业结束后才上浮返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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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这才发现潜水服被戳了一 

个大洞 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 

母船，脱下潜水服洗淡水澡． 

这才感觉伤 L]钻心地疼 虽然 

创U的面积 ／{：大 ，却很深 ，被 

海水泡过．发炎了 记者 ． 

受伤之后还能下海继续工作 

吗? “那是当然的，不然我们 

人手哪里够?水下作业时．这 

种小伤非常非常多，往往这个 

人的伤还没好，那个人又受伤 

了 但大家一投入工作就不感 

觉到疼了，干起活来，忘i 自 

己受伤了．．”时小军平静地i兑 

道， “当然最怕就是伤U持续 

发炎、恶化，那样的话．进度 

就会受到影响 ” 

珊瑚礁生长在水清沙幼的 

浅水区域，看上去摇曳生姿． 

无比恬静．但危机也在不远处 

潜伏j被水母和一些有毒生物 

蜇伤是家常便饭，更危险的是 



南海海底地形复杂，很多区域 

水深陡然下降几百至数千米， 

海水中的紊流 、暗流神出鬼 

没 紊流 、暗流就像海水中湍 

急的河，人一旦被卷入，会被 

急速 冲走 ；如果在较深的水中 

遭遇上升流，人被海流迅速从 

深水带到浅水，会』JU剧潜水病 

的反应；如果遭遇下降流，人 

就仿佛堕入了无法 自拔的漩 

涡 ，可能跌入不可测的深海 ， 

后果不堪 没想 

每次下潜作业前．渊查队 

员们要先对这片海域的海流情 

况进行观测和评估．然而意外 

还是可能发生 一天下午5点 

左右．已经完成水下作业的一 

个同事刚刚上浮至水面，正准 

备上船 ，锚绳没抓 住 ，忽然遇 

上了海面的短时湍流．也就儿 

分钟的u,llu】，人已经被冲到离 

小艇儿百米开外了!闪为还有 

队员没有上浮，小艇不能立马 

前往救援 ．．时小军赶紧组织大 

家返 小艇．顺着遇险同事漂 

走的方rUJ找寻，赶在天黑之前 

才合力将他救了起来 幸亏遇 

险I司事气瓶里的空气充足，潜 

水服也有助于在海面漂浮，不 

然营救行动j 变得更JJu网难 、 

不过这件事还是给了当事人造 

成 很大的心理阴影，休息了 

好儿天才逐渐缓过来 

除了紊流，海底废弃的渔 

、 绳索等也是凋查队员们潜 

水作业时的潜在危险．如果不 

小心被其缠住手脚和装 义无 

法挣脱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很 

麻烦一 “住水 F如果遇到险情 

慌乱的话．呼吸消耗氧气的量 

会急速增大，而且在海水里没 

法通过声音呼救 ，我f『J只能通 

过手势互卡H照应 ．所以一定要 

及1t寸观察IJJ伴，不能掉队，也 

不能让同伴掉队 ”时小军 

i兑 一起下潜过的队员都是过 

命之交 ．他们的任 务彼此相 

连，生命也彼此卡H关 

电脑屏幕上滚动着姿态各 

异的珊瑚照片 ， “这 是澄黄 

滨珊瑚 ，它的直径 目测在3米 

以上．珊瑚每年大约生长1～ 

2厘米 ，这么说来它已经有将 

近200岁了呢．．” “这个是扁 

脑珊瑚 ．你看它的纹路就像 

人大脑的沟回一样 ，这 一块 

的形态很典型 ．发育得也很 

完整一”⋯⋯面对这些 ，他一 

寸寸拍摄 、一帧帧判别过的珊 

瑚 ，时小军介绍起来 如数家 

珍 ，在这次涧查中，一共发现 

了l70多个种类的珊瑚。 

跟树木一样，珊瑚也是有 

年轮的 ，l大J季节的变化 ，累积 

形成较疏松或较紧密的骨骼， 

如果将骨骼切片，便能发现它 

具有一明一暗的年轮 一代代 

造礁珊瑚不断出芽、死亡。子 

孙在祖先的 “遗骨”上一代代 

地繁殖下去．珊瑚虫群体逐渐 

堆积，吸引来许多藻类和海洋 

动物．为各种海洋生物提供了 

理想的膳住地 ，形成 老、珍 

贵而多姿多彩的生态系统 据 

悉 ．超过四分之一的已知海洋 

鱼类依靠在全球海洋所占面移{ 

不足0．25％的珊瑚礁生活。 

但如今，这样壮观、色彩 

丰富的珊瑚礁越来越少见，由 

于全球气候变化 、海水酸化 、 

渔业资源过度捕捞以及海岸带 

开发等原因，现代全球的珊瑚 

礁整体处于急速退化中 9O年 

代至O0年代，渔民在南海大量 

采挖珊瑚和砗磲．放炮炸鱼， 

脆弱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被破坏 

了，JJ【I速了珊瑚礁数量和种群 

的下降趋势 

淡到对未来的幢憬和预 

期，“南海这么大，现在所做 

的 查不过是沧海 一粟．去 

到新的地方总会有新的奇妙发 

现 ，我非常期待今后去调查更 

广的海域 ”H,J-4,军的眼睛里 

闪动着孩子一般好奇的光芒 

下一步 ．还要对这些站位进行 

定期 “ 访”，设置更多的站 

位，并逐步建立珊瑚礁自动化 

立体监测系统．一方面扩大 

查的范围，一方面掌握珊瑚礁 

生态演变的动态 时小军、兑： 

“开展调查是最基础性的工 

作，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还要 

建立自然保护区，逐渐修复珊 

瑚礁生态系统．这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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