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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科学汇

最近，由中国

科 学 院 沈 阳 自 动

化 研 究 所 主 持 研

制的“海斗一号”

全 海 深 自 主 遥 控

潜水器，在马里亚

纳 海 沟 成 功 完 成

了首次万米海试，

最 大 下 潜 深 度

10907 米，刷新我

国 万 米 作 业 型 无

人潜水器的纪录。

如 何 将 潜 水

器 甚 至 人 类 送 入

万 米 深 海 ？ 深 海

世界里有些什么？

本 期“ 科 学

汇”的嘉宾是西湖

大 学 工 学 院 讲 席

教授、原“蛟龙号”

第 一 副 总 设 计 师

崔 维 成 。 作 为 中

国 深 海 探 索 的 代

表人物之一，他曾

亲 自 随 蛟 龙 号 下

潜至 7035 米的深

度。

去过海底深渊的人比上太空的少
下潜万米的潜水器关键是克服巨大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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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探索吧
我们长期征集同学

们感兴趣的科学话

题，扫二维码，加入

我们的科学营。

A＞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

71%，它是云雨的故乡、生命

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第二空间”。

我国拥有约 300 万平方

公里的管辖海域，1.8 万公里

的陆地海岸线，1.1 万余个岛

屿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海 洋 大

国。从古代开始，我们就有

“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

的海洋战略和“观于海者难

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

言”的海洋意识。现在，海洋

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第

二疆土”和“蓝色粮仓”。

深渊生物、深渊生态和

深渊地质对海洋科学甚至地

球科学的完整理解都十分重

要。研究深渊，对地球生态、

全球气候、海洋环境保护、地

球生命起源研究、地震预报等

领域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潜水器在进行深海探

索 的 时 候 ，并 不 会 一 帆 风

顺。即便实验室里测试了千

百次，真正面对危机四伏的

海洋时，还是会有各种突发

状况。

对无人潜水器来说，最

常见的意外就是和母船失

联，然后它们就成了断线的

风筝，从此迷失在大海里。

载人潜水器则因为里面

有人类科学家，可以随机应

变，和海洋斗智斗勇。

他们有许多应急措施。

例如，所有突出的设备，像机

械手，甚至蓄电池之类，都是

可以抛弃的。就像壁虎断尾

求生一样，在抛掉它们之后，

潜水器就可以浮

上 海 面 ，然

后等待母船

找到它进

行维修。

B＞

为什么要探索深海

2012 年 6 月

24 日，通过央视转

接，“蛟龙号”潜海

员叶聪，在海面下

7020 米的深渊，打了个“超长途电

话”。电话的那头，是“天宫一号”上的三

名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和刘洋。

这仅仅 30 多秒的“海天对话”，让人感

受到“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豪言。

海洋中深度大于 6500 米的区域，被称作

“深渊区”（HADAL）。让人惊讶的是，人类对深

渊区的探索，竟然比探索太空更加稀有——至

今已有 560 多位宇航员到达过外太空，然而打

卡过深渊区的人类却屈指可数。

深渊大多藏在深深的“海沟”里。海沟像一

个狭长的沟槽，两壁陡峭，是海底最深的地方。

目前，已知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其最大

水深可达到约11000米。

海沟是怎么形成的？

科学家认为，地球的岩石圈不是一整块，而

是由六个大板块拼成的。各个板块都在数十亿

年的地球历史中不停移动着。

当海洋板块和大陆板块相互碰撞，海洋板

块就会俯冲入大陆板块，形成长长的“V”字型

海沟。在全球已知的 39 条海沟中，有 30 条海

沟位于深渊区。

海沟的形成

《海豆大洋科考记》

（作图 Rhine）

深海不仅寒冷黑暗，水压还特别大。在

11000 米海底的水压，相当于一辆坦克压在一

个指甲盖上，或一座埃菲尔铁塔压在人的头

顶。如果潜水器在这个深度破了一个小洞，喷

射进来的海水时速将超过1000公里，相当于手

枪子弹的射速！

这样的水压，人类肉身自然无法承受。迄

今为止，人类自由潜水的极限深度只有200米。

别说是人，即便是鱼类，在8500米以下也几乎绝

迹。

所以必须有潜水器的帮助，我们才能探索

深渊区。

潜水器分为无人和载人的。“海斗一号”就

是无人的自主遥控潜水器；而蛟龙号则是载人

潜水器。相比无人潜水器，载人潜水器的制造

成本更加高昂，因为要额外设计载人舱，保证

潜海员的生命安全。

潜水器的设备都经过高压测试，用特殊材

料打造。拿蛟龙号来说，它有着70多毫米厚的

钛合金壁，能抗超高压。

此外，潜水器还设有多普勒测速仪、机械

臂、采集篮、成像声呐、照明设备等装置。

蛟龙号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00米级，是目

前世界上同类潜水器之最，它可以在占世界海

洋面积 99.8%的广阔海域使用。在蛟龙号之

前，只有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四个国家拥

有载人深潜器。

蛟龙号能以每分钟37米的速度下潜，潜到

7000 米大约需要 3 小时。它在水下工作通常

可持续12小时，应急状态下可达到3天半。

海洋深渊区
比太空更神秘
海洋深渊区区
比太空更神秘

海底一万米的水压
如一辆坦克压在指甲盖

C＞
崔维成说，深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蓝、绚

丽。在完全没有阳光的深渊区，到处是漆黑一片。在

下潜的漫长的几个小时里，即便是贴着潜水器的观察

窗，也什么都看不见。

当潜水器触底，打开照明设备，才能一睹海底世界

真容。眼前有大量东倒西歪的巨石，宛如一座废墟。航

行不久，景色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的地方裂开几道大

缝，仿佛地震过后留下的伤疤。

在深渊区，依然可以看到生命的踪迹。最常见的

动物是钩虾。

它们头小身子胖，有很多脚。虽然看着像虾，其实并

不是虾，就像鲸鱼不是鱼一样。

潜水器潜入深渊后，可以用机械臂抓取这些小生

命。但对于钩虾来说，机械臂显得有点“笨”。还有更高

效的设备——“着陆器”。它们长得就像橘红色的酒

坛子，潜到海底可以采集生物、海水、海底泥巴等样

品，出海科考必备。

只需几个小时，着陆器就能满载而归，回到海面

上。接下来就要把采集来的“宝贝”安置在科考船上

进行研究。

从深海里捕来的钩虾，每一只都要记录下它们的长

度、重量、性别、采集方式、时间、海域、深度等，甚至连用

了什么诱饵都要记录下来。填好信息卡后，每只虾都会

被安排到一个专属的瓶子里，被编上号冷冻起来。

解剖钩虾时会发现，它的外壳下面全是脂肪，因为

深海食物匮乏，钩虾把能吃到的食物全都转化为脂肪存

储起来，只有在足上才有一点点肌肉。提取一些脂肪和

肌肉，通过分析这些组织的成分，就可以了解钩虾的食

性和生存的生态环境。

深海到底长什么样
并非深蓝、绚丽

假设潜水器的质量为 22 吨，体积为 30m3，假设海

水密度不受压强影响，为ρ=1.03g/cm3，已知一个大气

压约为 P0=1.0×105Pa，g 取 10N/kg，π取 3，请尝试估

算（计算结果均保留整数）：

(1) 潜水器下潜到海底10000米的深度时，潜水器

受到海水的压强约为大气压的多少倍？

(2) 潜水器上的一个圆形观测窗（直径约为 20

cm），在海底 10000 米深度时，所承受的海水压力约为

潜水器重力的多少倍？

（答案请扫描版面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