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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 我国科学家成功对两套深海潜

标进行实时传输改造，成功破解了深海观测

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

2 月 6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海龙二号”无人有缆潜水器和“潜

龙一号” 无人无缆潜水器组成的

“龙”家族在青岛聚首。

近日， 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翼”号水下滑翔机在马里

亚纳海沟下潜 6329 米，成

为继“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下潜 7062 米、“海斗”号无

人潜水器下潜 10767 米

之后的又一项新纪录。

进入 2017 年， 我国

各类深海潜水器“争奇斗

艳”，不断“突破自我”，在

大海深处不断创造着“中国

深度”。

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源于对知识

的渴求。 而人类对于深海的探索则有更为现

实的驱动力： 对能源的不断需求。

地球表面

71%

被海水覆盖 ， 其中超过

1000

米的深海区占海洋面积的

90%

以上。 教

育部高等学校海洋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华北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教授张

振国告诉记者， 人类对深海的不懈探索不仅

仅是出自于人类的好奇心， 更是目前陆地能

源资源日趋紧张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深海是一个巨大的蓝色宝库， 沉睡着人

们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源。

有关统计显示， 大洋海底存在着大量的

油气等能源， 目前已有

60

多个国家开展深水

油气勘探， 发现

33

个储量超过

5

亿桶的深水

巨型油田， 预计未来全球油气总储量的

40%

将来自水深超过

400

米的深海区。 海底富含

的天然气水合物又称 “可燃冰”， 其储量大约

相当于所有煤炭和常规石油天然气总量的

3

倍， 是未来重要的后续能源。 此外， 海底还

有大量的多金属结核、 钴结壳、 硫化物等矿

产。 比如，海底火山口附近含有大量金属硫化

物资源，其深度大多在

2000

米左右，开发前景

十分诱人。

除了提供丰富的资源，深海探测将有助于

人类进一步读懂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通过深

海探测，人类看到了一个常识以外的世界。

在大海深处，人类意外发现了生活在海底

岩石里的微生物群“深部生物圈”，这是地球上

微生物最大的 “宝库 ”， 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30%

。 在这里，生存并不依赖阳光，而是以地热

能为基础，通过化合作用将硫细菌转化为有机

质。比如，在深海热液喷口， 几百度的高温下，

一种长长的管状蠕虫， 它们一无口腔， 二无

肛门， 就靠吃有毒的硫细菌生存下去。

通过探测深海， 科学家们还验证了海底

扩张学说和板块学说， 对小行星撞击地球是

6500

万年前恐龙灭绝的原因这一学说提供

了有力论据 。 利 用 大 量 的 深 海 沉 积 物 和

珊瑚样品 ， 科 学 家 还 重 建 了

1

亿 年 以 来

的全球海平面变化历史 ， 揭示了冰盖的快

速融化过程， 地球的气候变化受地球轨道参

数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地球表层的种种

现象根源在深海。 有专家认为， 只有潜至几

千米甚至上万米的大海深处， 人类才能看到

海洋甚至地球的 “真面目”。

2000

年

11

月

2

日， 随着首批

3

名宇航员进驻国际空间站， 人类

开始了常驻太空进行科学研究的新

探索。

截至目前， 国际空间站已经有

过上千人次的停留记录 ， 进行了

1400

多次的科学实验 。 这些实验

促进了人类在医药、 生物、 环境科

学等领域的突破发展， 并加深了人

们对宇宙的了解。

能 “上天 ” ， 肯定也能 “入

海”。 当人类在宇宙探索上取得不

断突破的同时， 人们不禁要问： 为

何深海开发裹足不前？ 人类何时才

能在深海漫步？

面对魅力无穷的海洋， 深海探

测之路并不平坦。 “人类深海探索

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来自海水的巨

大压力。” 张振国说。

据介绍 ， 海水深度每增加

10

米 ， 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 。 在

1000

米深的海水中 ， 潜水装置要

面对的大概是

100

个大气压。 以我

国的 “蛟龙 ” 号为例 ， 它在

7000

米处的压力是

700

个大气压 ， 即

“蛟龙” 号

2.1

米直径的载人舱耐

压球壳需要承受的压力相当于

14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人类在海水中并不能长时间生

存， 需要一定的装备， 但这么大的

压力给潜水器提出了超高的密闭性

的要求。 “海洋深度越深， 技术含

量就越高 。 ” 张振国举例说 ， 在

“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中，

难度最大的是载人球舱的设计和加

工制造。 球壳中材料的应力与下潜

深度成正比， 与球壳直径的立方成

正比， 载人球舱直径越大， 对材料

的要求就越高， 加工制造难度就越

大。

水下通信是深海探测的另一大

难题。 专家介绍说， 陆地通信使用

的利器电磁波在水中却很难有用武

之地， 电磁波在海水中只能深入几

米。 即使是阳光这样较强的电磁波，

到达

200

米以下也变成 “漆黑一

片”， 因此不能指望用电磁波来进行

深海探测。

“太空空间站的失重状态， 可以

提供地面上难以达到的理想实验条

件， 而在几千米海底的环境主要是

低温和高压， 人类根本无法承受在

那样极端的条件下生存或者实验。”

张振国介绍说， 目前， 对于海底生

物的研究主要是依靠潜水器等设备

获取海洋生物的样本， 之后再到陆

上实验室模拟海洋环境进行研究。

深海探索有何用？

能源紧张下的必然选择

就在不久前，在中国大洋

43

航

次第二航段中 ， 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

“潜龙二号”

8

次下潜， 标志着我国

以“蛟龙”“潜龙”“海龙”为代表的深

海探测技术装备全面进入业务化应

用阶段。

“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潜龙”

系列无人无缆潜水器和“海龙”系列

无人有缆潜水器组成的“三龙”潜水

器系列，是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

由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 在深海勘察领域应用

最广泛的深海运载器。

其中，“潜龙” 系列共有一号和

二号两台潜水器 ，而 “蛟龙 ”和 “海

龙” 目前仅有各一台设备投入业务

化应用。 “三龙”系列潜水器是我国

深海技术发展的标志和里程碑，未

来将成为我国开展深海资源勘查和

深海前沿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这三类深潜器都适用于深海

探测， 但在调查作业模式方面各有

特点，在应用领域方面各有所长。 ”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在接

受采访时曾介绍，“蛟龙” 号载人潜

水器可实现载人深海更精准作业，

现场感强，但对安全系数要求高，更

适合定点或小区域作业。 另两类无

人潜水器可实现水下更长时间作

业。与“蛟龙”及“海龙”相比，“潜龙”

系列可以真正实现自主导航、 自主

作业以及自我保护， 体积小也更灵

活，工作范围更大。 因此可以在“蛟

龙”号下潜之前，先由“潜龙一号”或

“海龙二号”进行海底观察，提供地

形地貌信息。

从最初下潜

600

米到如今的万

米级全海深潜水器能力，以“三龙”

系列潜水器为代表的深海探测技术

装备不断在大海深处刷新着 “中国

深度”，作业功能也逐步覆盖海洋科

研、大洋矿产资源开发、搜救打捞、

旅游观光等。 我国各类深海潜水器

竞相取得突破， 标志着我国深海装

备建设向前迈进， 也使得我国科学

家探索人类知之不多的深海世界迈

出了坚实步伐。

与载人潜水器相比， 深海空间

站的作业体系更为复杂， 作业功能

也更为丰富。

“深海空间站是国际深海装备技

术发展的前沿，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船

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张振

国介绍说，深海空间站可执行水下观

察与探测、深海搜索与打捞、水下指

控与供能、海底取样与研究、水下施

工与维修、水下监视与侦察等多种任

务，具有长时间、全天候、大范围、大

功率、载员多、不受洋面风浪条件影

响等优势。

目前，美国正在酝酿世界上第一

个深海研究设备“海洋大气海底综合

研究” 平台， 日本正在研制潜深从

500

米到

2000

米的移动式深海空间

站，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在深

海空间站方面展开积极探索。

就在去年，深海空间站项目作为

重大项目被列入我国“十三五”规划

纲要。 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

钢表示，深海空间站等重大项目预计

两年内启动实施。

随着“中国深度”的不断刷新，我

国在深海探测之路上将越走越远。

据新华网

深海开发有多难？ 高压低温是最严苛挑战

“中国深度”不断刷新，深海空间站预计两年内启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