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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A11
【工程名片】 “蛟龙”号是中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
载人潜水器，2012年它深潜海底7000米，由此成为
世界上下潜能力最深的科考载人潜水器。这标志
着中国成为继美、法、俄、日后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
人深潜技术的国家。

中国深海科考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85年研
制出第一台深海机器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深
海科考“加速下潜”，随后研制的无缆无人机器人可

下潜至6000米深。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于 2002 年被列入国家

“863计划”，2008年研制成功。它将应用于中国深
海科考，运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深海，执
行各种科学考察，包括深海探矿、海底高精度地形
测量、深海探寻等各种复杂作业。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国家经典工程国家经典工程··蛟龙探海蛟龙探海 之 概述

深海科考：“蛟龙”刷新“中国深度”
“蛟龙”号深潜器海试深度破7000米，成下潜最深科考载人潜水器，中国向深海科考强国迈进

大海深处究竟是什么样
子？

绚烂，或是寂静？生命
以什么形式存在？资源能否
为我们所用？

随着科技发展，各个国
家都尝试以各种方式潜入深
海，以破解这些谜题。

4 个多月前，中国自行
设计研制的深潜器“蛟龙”
号，完成了 7000米级的所有
海试，其中最大下潜深度达
到7062米。

历经 10 年的研制和海
试，“蛟龙”号迎来凯旋，并将
开始一系列实际应用的试
验，中国探索深蓝“迷宫”之
旅或将就此拉开。

跻身“深潜俱乐部”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
深海研究和开发的国家，
1934 年 ，美 国 潜 水 器 潜 入
914 米深度，开始了人类第
一次在深海对生物进行观
察。近半个世纪来，法国、俄
罗斯和日本也成为“深潜俱

乐部”的一员，纷纷拥有了自
己的载人潜水器。

中国的深海科考可以追
溯到 1978年，“向阳红 05”号
科考船从4784米深的太平洋
中获取到多金属结核的样品，
随后中国在80年代开始了对
海洋的一系列基础调研。

按照国际公认的游戏规
则，占到整个地球表面 49%
的国际深海大洋，海底蕴藏
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是“全
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任何
国家不能自行开发。勘探发
现者需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
请获得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
优先商业开发权。

中国在早期的深海海底
资源角逐中一直缺席，直到
1991 年，中国大洋矿产资源
研究开发协会（以下简称大
洋协会）应运而生，对外代表
国家参与国际海底区域事
务。这意味着中国正式以积
极的姿态加入了国际海底资
源的勘探与开发。

之后的9年里，中国对于
深海运载装备，特别是载人

潜水器的探索和研发进展相
对缓慢。直到世纪之交，国
家决策部门才达成了中国发
展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共识。

金建才，上世纪 80 年代
投身中国大洋事业，1994 年
起主持大洋协会工作，是中
国走向深海大洋的领军人
物。他说：“深海技术和装备
的强大，才能带动深海科研
的发展。”

深潜器：从无人到有人

“由于对深海科考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中国的深海
运载装备研发也整整比美国
等发达国家迟了四十余年。”
金建才说。

1985 年，中国的机器人
专家蒋新松院士研制了中国
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
号”，这一机器人采用有缆遥
控方式。

1994年“探索者”号研制
成功，它的工作深度约为
1000 米，是一台无缆水下机
器人，实现了从有缆到无缆

的飞跃。
90 年代后期，“CR-01”

无缆水下机器人系统运用于
海底科考工作，它可以在
6000 米水下进 行 摄 像 、拍
照，并能自动记录各种检
测数据及其相应的坐标位
置，可用于海底地质地矿
探测、水文测量、海底沉物
探测定位。

“CR-01”的研制成功，
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
几个拥有 6000 米级水下机
器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中国
在深海放出的第一颗海底返
回卫星”。

在各方的推动下，2002
年，7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正
式 立 项 ，成 为 国 家“863 计
划”的一部分，“蛟龙”号的研
制被正式提上议程。

“蛟龙”出海

“蛟龙”号研制历经6年，
于 2008年研制成功，被称之
为“中国深海科考利器”。

“蛟龙”号诞生后就迎来

“海试”，最初的海试深度是50
米，之后逐渐加深，其性能也在
每一次的海试中更完善。

2012 年 ，“ 蛟 龙 ”号 深
潜 7000米的成功，这意味着

“蛟龙”号可以触及世界上
99.8%的海底，中国成为世界
上第 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
潜技术的国家。

“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
朱敏认为，载人深潜器“蛟
龙”号最大的意义在于，实现
了人类对海底的实际观察。

朱敏说：“科学家能够在
‘蛟龙’号中直接观察海底，
有明确的目标，能够根据情
况的变化随时作出反应，这
是无人深潜器没法比的。”

此外，无论深海地质样
品还是生物、微生物样品，甚
至是有毒或炽热的热液喷口
样品，科学家都可以进行高
保真、低扰动的快速取样。

“蛟龙”号还可以承担海
底某些特定参数的精确测定
和大型设施的故障检测等任
务，以及建设和维护海底采
矿系统和海底观测网络。

2002年
科 技 部 将

“蛟龙”号载人潜
水 器 研 制 列 为
863 计 划 重 大 专
项。

此后6年，在
中国大洋协会组
织下，中船重工集
团 702 所会同中
科院沈阳自动化
所和声学所等国
内百余家科研机
构和企业联合攻
关，设计制造“蛟
龙”号。

2008年
“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本体研
制完成，水面支
持系统研制和试
验 母 船 改 造 完
成，潜航员选拔
和培训完成。

2009年8—10月
“蛟龙”号在

南中国海首次开
展了 1000 米级海
试。其中，最大下
潜深度达1109米。

2010年5—7月
“蛟龙”号在

南中国海完成了
3000 米 级 海 试 。
最 大 下 潜 深 度
3759米。

2011年7—8月
“蛟龙”号在

东北太平洋开展
了 5000 米 级 海
试。最大下潜深
度5188米。

2012年6—7月
“蛟龙”号在

马里亚纳海沟开
展 7000 米 级 海
试。最大下潜深
度7062米。

至 此 ，“ 蛟
龙”号转入试验
应用性阶段。

2010年7月6日，在南中国海进行3000米级海上试验的“蛟龙”号，正被母船“向阳红09号”布放入海。 大洋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