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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002 年 7 月份召开的上一届会议上，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注意到把建立一

个中央数据库作为秘书处一项核心活动的重要性，并请秘书处在 2003 年向委员

会提出一份报告，说明数据库的现状以及所具有的数据细目。本文件就是根据这

一要求提交的。 

 一. 海洋矿物数据库 

2. 尽管已知存在一些关于海洋矿物资源的数据和信息，但这些以各种格式和标

准编制的数据和信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组织和公司内，使潜在的用户往往难以查

阅。 

3. 2000年，管理局秘书处决定改善这一状况，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中央数据

库的目标是收集和集中关于海洋矿物资源的所有公共和私人数据和信息，在一个

中心地点产生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有用的摘要，供用户随时查阅。根据管理局的设

想，中央数据库应该： 

 (a) 使管理局的所有成员能够通过因特网进行访问； 

 (b) 显示所获得的数据和信息，从而可以制作各种列表、图表和地图； 

 (c) 纳入矿物数量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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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使管理局能够对信息进行处理，以用于编写技术报告、将数据刻入光盘

或者将数据输到网站上。 

4. 在初期阶段，秘书处已经收集了一些信息，内容涉及全世界 18 个机构有关

数据的形式以及这些数据是否可供使用。秘书处在 2001 年开始实施这一项目，

收集与多金属结核和铁锰结壳有关的数据和信息。2002年底收到了一些有关热液

喷口系统和多金属硫化物的数据，使收集的数据更加丰富。这些数据组经过整理

后纳入中央数据库，可通过因特网在 www.cdr.isa.org.jm 上访问，也可通过管

理局网站 www.isa.org.jm上的一个链接访问。 

5. 下列各段说明了中央数据库截至 2003 年 4 月份的状况。本文件附件介绍了

数据库的简化结构。 

 A. 铁锰结壳 

5. 秘书处从美国地质勘探局(勘探局)内的两个主要来源(位于弗吉尼亚州

Reston的勘探局总部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Menlo公园的勘探局办公室)收集了所

有的数据组。铁锰结壳数据分为下列几组： 

 (a) 一组地球化学数据，共有 3 533项记录，其中含有位置、深度和结壳厚

度以及所有地球化学数据(70多个元素)，其中包括分析方法和主要元素； 

 (b) 一组样品数据，共有 3 533项记录，其中含有辅助数据，说明数据的来

源和样品的特点； 

 (c) 一组精简数据，数据组中涉及的每个位置都有一个条目。原始数据档案

中含有对单一样品集的多次分析，有时含有对单一样品的多次分析，因此这组数

据载有所有这些多次分析数据的平均值(1 225项记录)； 

 (d) 一组主要元素数据；该组数据是地球化学数据的一个分组，但仅限于占

结核中所有材料的 90％的 9种主要元素(铝、钴、铜、铁、锰、镍、铅、硅、锌)。

这套数据中含有 3 533项记录。 

 B. 多金属结核 

7. 秘书处收集了美国政府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地球物理数据中心)现有的多金

属结核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主数据文件、辅助数据文件以及关于数据来源的信息。

这些数据的结构与铁锰结壳数据组的结构类似，但没有精简数据组。 

 (a) 一组地球化学数据，其中含有位置、深度和所有地球化学数据(60多个

元素)，包括各项主要元素及其各自的分析方法。这组数据目前共有 2 753 项记

录； 

 (b) 一组样品数据，共有 2 753项记录，其中含有这些样品的辅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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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一组主要元素数据，其中包括在大多数海底多金属结核中占所有材

料 90％的 9种主要元素(铝、钴、铜、铁、锰、镍、铅、硅、锌)。 

8. 其他各组数据提供了有关这三组主数据的来源的信息。这包括一组航行数

据，其中含有与 186次多金属结核勘探航行有关的信息。 

9. 从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原始数据库的 5 662个子样品中，共选出了 2 753个子

样品记录。在线文件第 4部分讨论了列入和不列入的基本原理。 

 C. 分析程序和基本统计资料 

10. 原始数据组由几名科学家利用各种分析技术而得出的数据组成，这些分析技

术包括各种具备适当标准化和精密度检查手段的湿化学分析方法和光谱学方法。

在线文件中充分介绍了准备样品的初步程序和分析程序，并且有一个分析方法栏

和所使用的具体分析程序连接。由于不同的研究人员在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对同一

个变量使用不同的单位，因此任何特定变量在数据文件中都可能以重量百分比、

百万分之一（ppm）和十亿分之一(ppb)来表示。事实上，原始数据文件中的许多

变量都以几种不同的单位表示。例如，在报告中，镍有时用％、有时用 ppm或 ppb

表示。 

11. 为了使用户能够很容易地映射数据和以其它方式处理数据，每个变量的所有

数值都转换为一个共同单位。为每个变量选定的单位是出于方便的目的，使每个

数值都能以相对较小的但大于 1的数字来表示，但限于用％、ppm和 ppb表示。

对于％以外的其它单位，中央数据库文件标头记录的变量名称中包括适当的缩

写，以表示该变量使用的单位(例如 Al pc、As ppm和 Au ppb)。 

12. 在线文件中也可查阅从地球化学数据组中得出的统计资料和矩形图。数据的

地理分布情况载于该文件的图 4-2。这些数据摘要使用户能够对关键的数据变量

进行第一级审查，并显示已有数据的数目和分布情况。这些数据摘要还提供一个

粗略的质量控制工具，可用于识别明显不正确的数据。经过分析的每个子样品都

有一个单一的识别码，所有数据组都通过该码进行链接。 

 D. 热液喷口系统和硫化物数据库 

13. 2002年底，秘书处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获得了一组经过核定的全世界海底多

金属硫化物分布情况数据。2003年第一季度，秘书处将这组数据纳入了中央数据

库。有关数据按功能分为下列 4组： 

 (a) 一组主数据(地球化学数据)，其中含有从全世界 69个不同地点收集

的 2 640个海底多金属硫化物和有关热液沉淀物样品的地球化学分析结果。实际

汇编中载有 70种不同元素的 61 000多个条目，其中包括经纬度、深度、地理区

域、管辖权、地点说明(地质和生物)、热液活动的类型、矿藏情况说明、地壳构

造环境以及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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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个方法表，其中载有分析不同样品组所使用方法的资料。对于每一个

样品，表中都列出了一种分析方法并列明分析方案的参考资料。在列出每种元素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时，都同时附上据报的或推断出的使用该特定方法侦测该元素

的限度。表中共列出了已经发表有关海底硫化物地球化学数据的大约 23 个不同

机构所采用的 110种不同分析方案。然而在表中列出的不同方法中，大多数数据

使用四种方法，即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发射光谱测定法、X 光荧光分析法和中

子活化仪器分析； 

 (c) 一组海底喷口说明数据，其中含有 327处有海底热液活动和矿藏的地点

的位置、地质信息和说明； 

 (d) 一组参考资料数据，其中包括建设该数据库所引用的 540项参考文献和

其它数据来源。 

14. 文献中报告的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很不一致，因为分析方法、侦测限度、样品

大小不同，报告数据的标准也不同。汇编工作的主要部分是使数据的列报方式标

准化，并确保列入汇编的数据是“健全的”，其中包括核对参考资料、对不同的

实验室进行比较并为不同化学数据制定一个报告方案(如不同元素和不同分析方

法的侦测限度)。对数据库的核定是由一名合格的科学研究员进行的。这名研究

员对数据进行检查，并决定应该包括哪些数据以及如何进行报告。 

 二. 中央数据库的执行状况 

15. 秘书处开发了适当的电脑数据库，并逐步开发了高效能、高效率的界面，供

成员国代表、科学家、学生和其他各类专业人员通过因特网查阅。 

 A. 静态表格 

16. 起初制定了一些简单的静态表格，张贴在管理局的网站(www.isa.org.jm/ 

data-rep/homepage.htm)上。这些表格仍然张贴在网站上，可以下载以后进行分

析。表格包括下列种类： 

 1. 多金属结核 

17. 共有五组数据：样品数据、航行数据、主要元素、地球化学数据和子样品评

注。每一组数据都分为若干个表格，主要标准是数据下载和处理的容易程度。共

制定了 80多个表格，可通过因特网访问这些表格。这些表格可保存为 HTML文件

或以 Microsoft Excel worksheet 工作表的形式打开(拥有适当传送能力的人也

可下载所有的数据组)。 

18. 一个称作“中央数据库序列号”的独特识别编码链接所有数据表，可用于在

几组数据之间进行访问。这些识别编码的前缀如下： 

 “CDRNnnnnnn”用于识别多金属结核条目，例如“CDRN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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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RCnnnnnn”用于识别富钴铁锰结壳条目； 

 “CDRCRnnnnn”用于识别铁锰结壳精简数据条目，例如“CDRCR000020”； 

 “CDRSnnnnnn”用于识别多金属硫化物。 

19. 七个查找表提供了各表中使用的各种编码的说明。 

 2. 富钴铁锰结壳 

20. 提供了四组数据：地球化学数据、主要元素数据、精简数据和样品数据。地

球化学数据(36个表)和主要元素数据(9个表)与多金属结核的数据类似，每组都

含有 3 533项记录。样品数据组(9个表)中含有辅助数据，说明主数据的来源和

特点。每个数据同等地分为若干个表格(这组数据也可下载)。在精简数据组(15

个表)中，数据组涉及的每个位置都有一个条目。原始数据组中含有对单一样品

集的多次分析结果。这组数据载有这些多次分析数据的平均值，从而减少原始数

据的规模(1 225条记录)。该组数据含有与地球化学数据相同的场。 

21. 另外有两个静态地图，显示样品集的分布情况，一个显示结核分布情况，另

外一个显示结壳分布情况。 

 3. 热液喷口系统和硫化物数据库 

22. 各表是依据上述四组数据编制的。地球化学数据组细分为含有 19个 HTML静

态表的与数据库涉及的不同地理区域有关的分组数据。一个交互式参考图与这些

表格链接；点击互动式地图上的某个特定区域，就连接上其中一个载有该地区矿

藏地球化学数据的分组数据表。大多数样品都有至少列出 5-10种主要元素(如铜、

铁、锌、铅、硫、金和银)的数据。然而也汇编了下列元素(铁、铜、锌、铅、金、

银、锰、砷、铋、铍、镉、钴、铬、镓、锗、汞、铟、钼、镍、铷、锑、硒、锡、

锶、钪、碲、钛、铀、钒、钨、钇、锆、硫、硅、钡、钙、碳、铝、镁、铊、钠、

钾、磷、铱、钯、铂、氯、氟、硼、溴、铪、锂、铌、钽、钍、镧、铈、镨、钕、

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和镥)的数据。在所有情况下，每个分

析所使用的方法都列于“方法”栏，并根据方法表中的要点加以说明。主要元素

以重量百分比来表示。次要元素和痕量元素用百万分之一(ppm)和十亿分之一

(ppb)来表示。非金属一般和主要元素一起进行报告，以氧化物的重量百分比来

表示。所有其他元素都以元素浓度来表示。 

23. 其他各表是在分析方法、喷口系统说明和参考文献的基础上编制的。 

24. 根据以前的经验，随着新矿藏的发现以及新数据的发表，这一数据库的规模

预计每年增加 10％。因此将对数据库进行相应的更新。 



 

6  
 

ISBA/9/LTC/3  

 B. 动态的网界面 

25. 最近，秘书处获得了 Oracle 8i。这是一个有网络功能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目前已经安装及配置了这一系统，数据库已在运作，并建立了动态界面。中

央数据库现有的技术环境如下： 

 (a) 数据库服务器：Dell PowerEdge 2400，这是一个奔腾 III低端服务器； 

 (b) 映射服务器：Dell PowerEdge 600Sc入门级奔腾 IV服务器； 

 (c) 数据库管理系统：Oracle 8i，第 3版； 

 (d) 应用服务器：用 Oracle 9i作为应用服务器； 

 (e) 网络界面：Oracle Portal，第 1版； 

 (f) 映射引擎：MapInfo MapX 5.0； 

 (g) 映射应用服务器：MapInfo MapXtreme 3.0。 

26. 秘书处通过一条 256K 租用的线路与因特网相连接。可从通过管理局的网站

(www.isa.org.jm)链接或直接通过 www.cdr.isa.org.jm 访问该数据库。这提供

了一个简化界面，不仅可以访问该数据库，而且可以访问网站上提供的其他信息。

具体说来，可通过“海洋资源数据库”这一检索标签访问中央数据库，即可显示

几个部分。目前已经分别为下列方面开发了三个部分： 

 (a) 多金属结核数据库； 

 (b) 富钴铁锰结壳数据库； 

 (c) 海底专利数据库。 

 热液系统和多金属硫化物数据库可通过“硫化物数据库/海底热液”这一检

索标签进行访问。每一部分都有链接可使用户定制对数据库的查询，来访问具体

的数据组，例如航行数据、样品数据、主要元素数据和所有地球化学元素。用户

可以定义与地理位置(纬度、经度、地区名称)、水深、结壳厚度或各种地球化学

元素的富集程度有关的检索条件，并可使用下列逻辑算符：“＝”、“>”、“>=”、

“<”、“<=”、“not null”、“in”、“not in”、“null”、“like”、“!=”(不同于)。

布尔检索方式可用于任何字段或字段的组合。的确，这是一个有力的数据分析工

具，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例如，一个用户可能想用“地区名称”或者“纬度/经

度”来显示某一规定地区内铁含量>=25%、锌含量>=0.1%、镍含量>=0.4%、水深

<=1000米的所有位置。另外还可以按照最多六个字段的任意组合，例如铁含量、

纬度/经度、水深、结壳厚度等，对这类查询结果进一步分类。 

27. 用户甚至可以规定某一特定查询将显示的行数。省缺值设定为 30，用户可以

设定为数百或数千行，视用户电脑和因特网连接的能力而定。设定的数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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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记录的时间就越长。另外必须了解，这些不是静态表，而是从一个数据库中

的查询结果，这一过程比仅仅访问静态网页复杂得多。表格是根据用户定义的标

准或者根据缺省标准而动态制定的。用户有多种定制选择。 

28. 用户可从任何特定的表格链接到其它表格。目前正在进行开发，以便能够进

行跨表格的查询。这一系统的使用简单而又直观，而且还在恰当的地方提供在线

帮助。另外正在进行更多的开发工作，以提供更多的帮助。重要的阶段是正在进

行的动态图形界面开发工作，以便以交互方式提供不同空间位置的数据。这项开

发将起有用的互补作用并加强该数据库，因为映射是一个有力的数据呈示和分析

工具。这项开发应使该系统在功能方面完整无缺，并且与动态数据库一起，形成

一个能够说明整个项目的具有代表性的完整系统。 

29. 可在网上访问与每种资源有关的简要背景资料。这种摘要实际上是以文件方

式对所有的数据组所作的一种说明，使用户能够了解参与该项目的专家顾问所作

的总体分析。鼓励用户访问这一文件。 

 三. 海底专利数据库和光盘 

30. 深海海底采矿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结核开采技术的开发者们需要解决一

个基本问题，即如何从海底采集结核并将其运送到海面。在过去四十年里，开发

者们一直在探讨开采技术设计方面的三个基本概念：用一个挖掘机式收集器采集

结核并通过一条管子将结核运送到海面；用一个挖斗式收集器采集结核并用一个

绳索或缆绳将挖斗拉到海面；用一个挖掘机式收集器采集结核并使收集器利用自

己的浮力上升到海面。为了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帮助进一步发展多金属结核勘探技

术，秘书处委托专人对国际专利进行调查，以便查明 1960年至 1998年期间深海

海底采矿技术的发展趋势。调查的目的是确定多金属结核开采方面的深海海底采

矿最新技术，并对专利数据进行分析，以便确定海底采矿技术的发展趋势。尽管

并非所有的深海海底采矿技术都申请了专利，但根据公共记录，也能够对技术的

演变过程进行审查，从而确定在这一领域做出主要贡献的人。通过调查，在 12

个专利体系中确定了 352项专利。所授予的绝大多数专利(85％)来自于日本和前

苏联。调查的重点是回收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在 1960年代开始，在 1983年达

到顶峰，授予了 34 项专利，继续发展的速度在今天已大大降低。管理局已经将

所有这些信息录入两个光盘，使用户能够轻松查阅，对背景信息和统计分析进行

搜索。光盘可随时从秘书处获取。中央数据库上也将提供关于海底专利的这些信

息的简要内容。 

 四. 图书馆目录 

31. 中央数据库还提供一个与管理局图书馆目录相连接的界面。可以用“作者”、

“语文”、“出版物”为条件，通过因特网直接搜索与海洋法、海洋矿物资源有关



 

8  
 

ISBA/9/LTC/3  

的 900多本书和其它相关文章，也可对题目和标题进行自由文本搜索。目前正在

开发与国际海底管理局主页链接的其它方式，以便提供一个统一界面，简化对正

式文件、新闻稿、出版物和“新事物”网页进行浏览的过程。 

 五. 进一步开发 

32. 在以后两年里，秘书处将在下列领域继续开发中央数据库： 

 (a) 开发及纳入图形界面，以便在因特网上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提供视觉数据

分析工具； 

 (b) 在美国安装一个镜象网址； 

 (c) 恢复从其它组织/公司收集结核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数据库的结构； 

 (d) 开发并纳入一个环境/生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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