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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海是西太平洋边缘海, 有陆架、陆坡、岛礁、深海平原、海山、冷泉等多种生境, 近 10 年来

南海逐渐成为世界深海研究的热点。南海是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 与作为海洋生物多样性

中心的印太珊瑚大三角区具有一定的环境与生物连通性, 对南海的深海生物探测研究可丰富对西太平

洋及印太交汇区生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格局的认知。目前有关南海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部

陆架浅海及岛礁, 对于深海生物多样性认知明显不足。本研究梳理了全球深海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国际

战略布局, 并对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SCIE 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探讨了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研究态势, 对未来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提出了研究展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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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底地形复杂 , 中央海盆有深海平原、海

山、冷泉等多种生境, 近 10 年来成为世界深海研究

的热点[1]。与中国其他海域相比, 南海的生境最为多

样化, 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环境为各种生物类群提供

了有利的栖息地和繁殖条件, 是中国海洋生物多样

性热点地区[2-3], 也是世界海洋动物区系最具多样性

的海区之一[4]。然而, 有关南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北部陆架浅海以及为数不多的南海岛礁 , 

对于南海深海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主要聚焦于北部陆

坡和冷泉区, 有关南海深海的生物区系特点和多样

性分布格局依然不明[5-9]。作为印太交汇区的一个边

缘海, 南海与作为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的珊瑚

大三角具有一定的环境与生物连通性, 对南海的深

海生物探测研究可丰富对西太平洋及印太交汇区生

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格局的认知、促进南海及西太

平洋的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随着载人深潜器

和遥控水下机器人的深入调查与应用, 会有更多的

结核结壳、深海稀土、海底砂矿等海底矿物资源被

发现[10]。随着对某些资源(钴)需求加大及陆地资源的

日益枯竭 , 各国对深海采矿的兴趣日增 , 一些区域

开始了深海采矿, 而深海采矿必将改变或破坏深海

生物的栖息地 , 导致物种丰度和多样性的减少 , 甚

至消亡。但目前对深海的物种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

缺乏研究和了解, 甚至连最常见的深海物种对噪声

的敏感性都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 [11], 将很难评估深

海采矿的潜在影响。 

近些年 ,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探索深海大

洋能力的增强, 深海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与评价逐

渐成为许多国家海洋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深

海生物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成为各海洋强国的要务。

对深海相关战略布局开展综合分析, 将对深入开展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探测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研究梳理了深海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大型研究计划

和项目, 综合分析了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相关论文

的发表情况, 探讨了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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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海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理保护南海生

物多样性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1  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战略布局 

美国作为海洋强国, 高度重视深海的勘探、深海

科学研究和深海技术的开发, 在众多国际研究计划

和项目中处于领导地位, 推动了一系列涉及深海生

物多样性研究的国际合作, 如全球性的国际海洋生

物普查计划、深海海洋生物多样性普查、深海化能

合成生态系统以及超深渊生态系统研究计划项目

等。这些计划加强了对海山、热液、冷泉等特殊生

境的调查及标本采集 , 发现了大量深海新物种 , 揭

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深海生物多样性, 确定了食物

供给、水深和海底地形等对深海生物群落以及生命

演化的影响。这些计划的实施, 使得深海生物多样性

研究与保护受到国际社会的空前重视和支持[12-14]。 

欧洲海洋局发布多个战略报告 , 评估了当前深

海研究现状以及未来开发和管理深海资源的需求 , 

提升用于深海研究和观测的技术与基础设施, 并明确

从基因层面到生态系统层面、从时间尺度到空间尺度

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提高对欧洲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

础认知, 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影响因素研究[15]; 同时

强调发挥大数据的作用, 提高生物数据源的准确性, 

包括图像、水声学数据和基因序列, 以标准化方式存

储和保存生物数据, 利用大数据绘制局地尺度的海

洋保护生境地图, 并建立可持续、全球连接的长期生

物观测网络[16]。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自 2016 年起扩大对大

规模战略性研究的资助, 新增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

领域 , 重点研究主题包括 : 深海环境中动物种群的

多样性、不同栖息条件对深海物种多样性的控制作

用; 深海物种种群规模及其分布、具有不同生命历史

特征和处于不同深海环境中的不同物种之间的扩散

和种群扩张; 不同种群对于相应环境扰动的生理及

行为响应。法国更加注重物种目录的编制, 强调构建

生物多样性动态化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构建基于合

作伙伴关系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17]。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发布的分类学与生物系统学十年规划也指出

未来研究注重利用新兴技术 , 加速物种发现 , 扩大

物种编目以及建立主要物种标本数据库[18]。 

日本强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以海洋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和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为依据切实推

进[19]。在其颁布的《海洋科学技术研发计划》中, 重

点强调构建包含生物化学数据的海洋综合观测系统, 

摸清海洋生物多样性及生物资源量, 阐明海洋环境

变化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实现海洋资源管理、保护

及可持续利用[20]。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主导了日本

的深海探测研究 , 尤其是海底资源的研究开发 , 并

着力构建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 完善环境宏基因组 , 

明确提出通过环境 DNA 分析和现场观测, 掌握深海

生物分布和多样性现状, 以及环境变化对深海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21]。 

综上 , 深海生物多样性领域关注的主题及方向

有: 深海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和基础认知、深海探

测技术研发与观测、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及

控制因素、深海资源区的环境影响评价等。随着对

国家管辖外海域(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

用相关国际谈判的推进, 这些主题将受到持续关注。 

中国深海科技的发展起步较晚, 但在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项目的支

持下, 成功研制出“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

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海马号”深海遥控无人潜

水器、“潜龙一号”无缆自治潜水器以及“海斗一

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等装备, 使中国拥有了

进入深海进行科学探测和研究的能力。随着深海探

测装备与技术的进步, 有关深海的研究项目也日益

增多, 如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热

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和

“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与攻关”、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印太交汇区海洋物

质能量中心形成演化过程与机制”、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超深渊生物群落及其与关

键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项目, 以及国家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

统科学调查”等。具体到南海深海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的实

施 , 实现了我国南海深海研究的里程碑式突破 , 在

深海盆成因与演化、深海沉积学、深层环流与生物

地球化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在南海陆

坡及海山中发现大片的冷水珊瑚林。其他有关南海

深海的大型项目主要涉及深部构造、深层西边界

流、海洋动力过程、碳循环以及天然气水合物等内

容, 鲜少聚焦生物多样性。部分关于南海深海的项

目 , 如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渔业资源综合考察

(1979—1980 年)、国家 973 项目“南海陆坡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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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014—2018

年)等, 主要以渔业资源调查和生态系统研究为主。

这些项目与计划的实施推动了对南海深海生物多

样性的了解, 但目前对水体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调

查远多于底栖环境, 对于承载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主体的底栖生物的认识还十分欠缺, 亟待加强对南

海深海底栖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 

2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计量分析 

国际大型研究计划与项目的实施以及国家政策

的引导, 促进了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成果的产出。

选用美国科睿唯安公司 Web of Science 科学引文索

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数据库作

为基础数据来源, 检索发现深海生物多样性论文 2

万余篇 , 从研究地域来看 , 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主

要集中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了解南海深

海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和趋势, 进一步将研究领域

限定到南海, 检索式为: TS=((“South China Sea”) and 

(deep-sea or “deep sea” or “continental slop” or “deep 
water” or seep or seeps or “cold vent” or seamount or 
seamounts) and (species or biodiversity or epifauna or 
fauna or infauna or benthos or *benthic)), 限定文章类

型为 ARTICLE、PROCEEDINGS PAPER 和 REVIEW, 

共计检索得到 339 篇发表于 1900—2022 年的文献

( 最 后 更 新 日 期 : 2022-3-13, 检 索 日 期 为 : 

2022-3-15)。人工筛除物理海洋学研究、组学研究、

生物活性物质研究、生化过程研究、古生物或古环

境反演等其他领域论文后, 得到南海深海生物多样

性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151 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

基础, 以 SU=(生物多样性+物种+底栖生物+底栖动

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游泳动物+游泳生物)AND 

SU=(深海+冷泉+陆坡+海山)AND SU=南海进行检

索 , 限定文章类型为期刊和学位论文 , 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5 日, 仅检索到相关论文 13 篇, 研究

区域主要聚焦于南海北区陆坡区。因此, 以检索到

的 151 篇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SCI 论文为基础数据,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全球南海深海生物多

样性研究文献的年代、机构以及研究热点分布等进

行分析 , 以展现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 , 把握

相关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 

2.1  论文发文量年度变化情况 
从发文时间来看(图 1), SCIE 数据库中最早有

关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的论文发表于 1993 年 , 由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撰写, 该论文调查了南

海和苏禄海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群落随水深

变化的变化趋势、不同水深范围底栖有孔虫群落的

组成及其驱动因素[22]。2010 年以前, 中国共参与发

表论文 11 篇。2010 年之后, 中国大陆成为主要发

文地区, 共发文 96 篇。 

 

图 1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SCI 论文历年发文量 

Fig.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2  研究机构与资助情况 
在机构发文量方面 ,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发文

量最多的前 3 个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发文前 10 机构中中国的研究机构占据 9 席(图 2)。 

151 篇论文中有 118 篇论文受到资助, 资助率为

78.15%, 论文均资助机构 3.31个, 资助 6篇及以上的

资助机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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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TOP10 发文机构及发文量 

Fig. 2  Top 10 productive institutions in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表 1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主要资助机构(资助论文数量≥6 篇) 
Tab. 1  Main funding agencies in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umber of supported papers≥6) 

序号 资助机构/项目 
资助论文

数量/篇
序号 资助机构/项目 

资助论文

数量/篇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9 5 科学号高端用户项目 9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3 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8 

3 中国科学院 27 7 中国台湾“科技部” 6 

4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12 8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6 
 

2.3  学科领域及期刊分布 
按 Web of Science (WOS)学科分类看, 南海深

海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学科有: 动物

学、微生物学、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海洋学以及环

境科学与生态学等(表 2)。151 篇论文共发表在 60 种

期刊上, 其中 Q1 区期刊发文 28 篇, Q2 区期刊发文 31

篇, Q3 区期刊发文 66 篇, Q4 区期刊发文 26 篇, 影响

因子≥5 的期刊发文 7 篇, 发文≥3 篇的期刊见表 3。 
 

表 2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主要发文 WOS 学科类别(发文量≥5 篇) 
Tab. 2  WOS subject categories related to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ticle volume≥5) 

序号 研究方向 发文数量/篇 序号 研究方向 发文数量/篇

1 Zoology 48 5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 13 

2 Microbiology 39 6 Geology 12 

3 Marine & Freshwater Biology 29 7 Paleontology 9 

4 Oceanography 18 8 Biotechnology & Applied Microbiology 5 
 

表 3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主要发文期刊(发文量≥3 篇) 
Tab. 3  Main journals on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umber of papers≥3) 

排名 期刊 发文量/篇 排名 期刊 发文量/篇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21 7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General and Molecular Microbiology 

4 

2 Zootaxa 21 8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4 

3 
Deep-Sea Research Part 

I-Oceanographic Research Papers 
9 9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3 

4 Crustaceana 6 10 Ichthyological Research 3 

5 Marine Micropaleontology 6 11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 3 

6 ZooKeys 5 12 Nautilu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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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热点 
文章关键词可以提供有关文章主题的重要信息, 

通过对作者关键词进行分析, 可以获得主要研究方

向。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文章共使用了约 410

个关键词, 但其中 346 个关键词仅被使用了 1 次, 占

84.39%。使用 2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见表 4。 

 
表 4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发文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2 次)SCI 论文 
Tab. 4  Main keywords related to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ccurrence frequency≥2) 

排

名 
关键词 

出现频

次/次 

排

名 
关键词 

出现频

次/次

排

名
关键词 

出现频

次/次

1 South China Sea 54 23 nov. 3 45 metagenome 2 

2 deep sea 23 24 Sulu Sea 3 46 new genus 2 

3 new species 21 25 Thoracica 3 47 Pacific Ocean 2 

4 taxonomy 17 26 West Pacific 3 48 Patellogastropoda 2 

5 cold seep 16 27 Alvinocarididae 2 49 phylogeny 2 

6 distribution 5 28 Archaea 2 50 Radiolaria 2 

7 diversity 5 29 benthic Foraminifera 2 51 radula 2 

8 new record 5 30 biodiversity 2 52 rare 2 

9 deep waters 4 31 biomass 2 53 recovery 2 

10 methane seeps 4 32 Celebes Sea 2 54 seamount 2 

11 16S rRNA 3 33 chemosynthesis 2 55 sediment 2 

12 Cirripedia 3 34 Clarion-Clipperton Fracture zone 2 56 Siphonostomatoida 2 

13 COI 3 35 coral reef 2 57 squat lobster 2 

14 community structure 3 36 CRISPR-Cas system 2 58 stable isotopes 2 

15 Crustacea 3 37 Decapoda 2 59 Stenopodidea 2 

16 deep-sea sediment 3 38 distribution patterns 2 60 Sunda Shelf 2 

17 foraminifera 3 39 environmental factors 2 61 surface sediments 2 

18 gas hydrate 3 40 Epialtidae 2 62 synonym 2 

19 marine sediment 3 41 fish fauna 2 63 Thaumarchaeota 2 

20 microbial community 3 42 free-living nematode 2 64 zooplankton 2 

21 morphology 3 43 Globospongicola 2    

22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3 44 hydrothermal vent 2    

 
梳理全部论文后发现 ,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热

点研究生境是冷泉, 主要研究对象是甲壳动物和微

生物, 其次是鱼类、有孔虫和冷水珊瑚。研究热点主

要涉及如下 5 个方面:  

2.4.1  深海新物种发现与分类 

 有 40 篇相关文献利用形态分类学与分子系统

学等方法 , 对采集到的深海物种进行了研究 , 发现

并描述了多个新物种, 主要新物种为甲壳动物(虾、

蟹等)、软体动物腹足纲以及鱼类等; 主要关键词包

括 new species、taxonomy、new record、new genus、

Patellogastropoda、Cirripedia。 

2.4.2  深海沉积物中细菌的分离与鉴定研究 

有 29 篇相关文献从深海沉积物中获得大量分离

株, 并对所有分离菌株进行系统发育、生理学、生物

化学和形态学等方面分析, 主要基于 16S rRNA 基因

序列鉴定新物种。主要关键词包括 16S rRNA、

sediment、deep-sea sediment、marine sediment、phylo-

genetic analysis、sp. nov.。 

2.4.3  深海特定物种分布模式及群落结构研究 

有 25 篇相关文献针对南海深海某些物种形态学

以及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 尤其是底栖生物、原生生

物和深海鱼类, 主要关键词包括 distribution、morp-

hology、fish fauna、COI、community structure、larval 

fish、distribution patterns、taxonomy、faunal composi-

tion、methane seeps、chemosynthetic community。 

2.4.4  深海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研究 

有 22 篇相关文献涉及深海微生物群落, 主要是

古细菌和细菌的多样性、分布与组成、群落结构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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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等 , 主要关键词包括 Archaea、bacteria、di-

versity、microbial community、16S rRNA、gas hydrate、

microbial diversity、cold seep、SSU rDNA、Haima cold 

seep、16S rRNA。 

2.4.5  底栖有孔虫分布与丰度及其影响因素 

有 10 篇相关文献研究了南海深海底栖有孔虫的

物种组成、空间分布、丰度及影响因素等, 主要关键

词包括 benthic foraminifera、diversity、biogeography、

distribution、stable isotopes、environmental factors。 

还有少数文章涉及深海物种遗传特性、遗传差

异性与深海适应机制以及深海塑料堆上的生物多样

性研究。研究人员在南海西沙海槽多个海沟的大型塑

料堆上发现附生于塑料表面的生物群落, 鉴定出 49

种底栖生物, 包括珊瑚、甲壳动物、寄生扁形动物和

贝类卵囊, 这意味着深海大型塑料堆正成为深海生

物多样性新热点[23]。 

3  建议及展望 

相对于陆架浅海区域, 因采样和调查不足、样品

获取有限、数据欠缺等原因, 中国目前对深海海洋生

物多样性研究不多, 处于系统调查研究的初级阶段, 

相对比地中海、大西洋等海域, 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占整体深海生物多样性比例不高, 研究投入

明显不足。为进一步了解南海深海生物的物种组成、

分布及其多样性特点, 加深对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

的认知, 提高中国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和

保护工作水平, 结合国际深海海洋生物多样性重大

计划与项目部署方向和趋势以及我国现阶段的调查

情况, 现提出如下建议。 

3.1  结合新技术开展南海深海多生境系统

探查, 制定中国主导的国际研究计划 

目前南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由中国主导 , 

资助机构也集中在国内, 针对南海生物多样性基础

调查时间都是分散的, 关于物种分布、群落结构特征

及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一年或某几个航次 , 

研究较为零散 , 调查分析结果相对独立 , 缺乏长期

动态调查和监测研究。而且调查位置多集中在陆坡

和冷泉区域, 对于海山、深海平原等典型生境调查研

究有限。新技术如 eDNA 分析、代谢组学、元转录

组学等生物分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海洋评估

与调查能力 , 将其应用于测量和监测生物群落 , 有

望提升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与研究。由于深

海环境特殊, 利用传统方法进行生物样品采集和形

态鉴定存在困难, 相比之下, eDNA 技术更灵敏、高

效、便捷, 能更全面评估深海生物多样性[24]。目前利

用新技术开展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不多。未

来的研究中应注重综合使用多种先进的研究调查手

段 , 增强南海深海生物多样性观测 , 摸清不同生境

海洋生物资源量及其分布与影响因素。同时应加大

国际合作力度, 利用中国在南海深海研究中已取得

的成果优势 , 联合周边国家 , 实施由中国牵头发起

的大型研究计划 , 扩大南海深海调查范围 , 提高调

查频次的连贯性。 

3.2  完善南海生物多样性编目, 建立深海

生物资源样品库和深海生物多样性信

息系统 

采样技术、水下机器人及水下影像系统等装备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使得深海生物学的调查研究也

更为全面和深入。虽然每年都有大量物种被发现, 仅

2021 年全球就发现了 2 241 个海洋新物种[25], 但海洋

中 91%的物种仍有待描述[26]。由于调查难度大, 南海

大多数的物种还未被发现、命名或记录。在海洋生

物面临环境污染、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多重压

力之际 , 为保护南海生物多样性 , 为现有的生物多

样性编制物种名录, 加深对南海深海海域的物种认

知非常重要。建立深海生物资源样品库, 对生物标本

进行标准化整理存放, 并开展 DNA 条形码获取工作, 

构建信息完整、准确且可共享使用的现代化海洋生

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服务深海科研活动。可基于申请

的方式 , 允许研究人员访问获取样本资源 , 并对物

种进行分类与编目工作。这些生物样本资源可提供

关于深海环境的重要基线数据, 对馆藏样品进行科

学研究, 可帮助科研人员探索和发现新的生物与环

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互作方式, 对发现改善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自然产品等有重要帮助。 

3.3  创新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深

海生物多样性研究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分子生物学等新技

术新方法给海洋科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主要海洋国家利用这些数字化手段在海洋生物多样

性调查与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21 年以来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宣布了多个科技战略

规划, 包括《人工智能战略规划 2021—2025》《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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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战略规划 2021—2025》《数据战略规划》和《云

战略规划》, 加强大数据在未来海洋研究领域中的应

用[27]。国内也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大数据资源是国家

重要战略资源 [28], 注重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力量

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依托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A 类)“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中国正构

建独具特色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开放式大数据平台 , 

如物种多样性数据平台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大

数据平台等, 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提供科

技支撑。随着更多海洋观测站的建立和采集数据量

的指数级增长, 大数据已成为海洋保护和人类活动管

理不可缺少的信息。IPBES 和 IPCC 指出, 结构化数

据的缺乏是获取生物多样性知识的主要障碍[29]。未来

应以标准化方式存储生物采集数据, 包括图像、水声

数据和基因序列等, 并利用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

分析 , 推动分类学和生物系统学的发展 , 满足生物

多样性研究和调查的需求。通过结构化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的应用, 促进全球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数据

的共享, 为世界深海多样性调查的发展注入强劲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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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marginal sea of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with numerous habitats, such as 

continental shelves, continental slopes, reefs, abyssal plains, seamounts, and cold seep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spot in deep-sea research. The sea has the highest marine biodiversity 

in China and has certain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Coral Triangle, the world’s center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he 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deep-sea organis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biodiversit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Indo-Pacific con-

vergence region. Studies on the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shallow waters and 

reefs on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knowledge of deep-sea biodiversity is insufficient. This study re-

viewed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layouts and research programs in deep-sea biodiversity, analyzed SCIE 

papers on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rends.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deep-sea biodivers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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