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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

面向中小学生，适合周末亲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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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只有漫无边际的黑暗。因为光线在水中的衰减速度非常快，200

米以下区域，亮度就会显著降低，当水深达到 1000 米时，就几乎什么也

看不见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泰坦”号出事后，许多网友觉得这探险实在是不

值得：潜水器上只有一个小窗口，潜到深海后，啥都看不见，怎么考察“泰

坦尼克号”。就算有光源，也只能一窥船体极小的一部分（因为泰坦号并

不存在自主操纵动力），而且不知道看到的是哪部分。

深海存在巨大压力。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水压，相当于一个指甲

盖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一台小轿车的重量，一旦舱体漏水，海水就会从

孔洞处急速涌入，其速度和力道比子弹还快、还大，对潜水器的抗压性能

及材料有很高的要求。而在太空中不存在这样的压力问题。

所以，当事后有消息称，“泰坦”号采用的不是深海潜水器普遍采用

的钛或高端钢材，而是抗压性较低的碳纤维时，大家十分震惊，这场探险

太儿戏了。

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接触深海潜水已经近 40 年，2012 年

他独自乘坐潜水器下潜到了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他说：“作为一

个潜水器工程师，在制造潜水器时会花很多时间去测试压力。”为了近距

离观察泰坦尼克号，他下潜去过 33 次，对那里很熟悉，就是这样，他仍然

对深潜保持敬畏。

可见，当失去了最起码的对自然的敬畏与基本安全保障时，那么探

险就只能沦为危险。深海探索还存在着变幻莫测的水温、海水的高腐蚀

性、通讯困难等高难度问题。

虽然海洋探索难度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探索海洋比把普通人

送入太空简单。这也是为什么，当“泰坦”号甫一出事时，引起全球关注

的原因。人们急于知道，身边的深海里发生了什么。

其实，研究海洋和太空是同等重要的。海洋是一种天然的生物泵，

它会有效降低大气中的碳含量，并向大气提供了 40%的再生氧气；海底

蕴藏着稀土、油气、可燃冰、热液矿床等丰富能源和稀有矿物，这些为人

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根据相关研究人员研究发现，深海环境

中存在的一些细菌和微生物，能有效地帮助人类研究抗癌化学物质以及

抗生素。海洋中的各类物种在维持生态平衡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食物基础。这些比起遥远的

小行星，经济价值大多了。

中国在载人深潜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1986 年中国研制成功第一艘载人潜水器 7103 救生艇，虽然它只能

下潜300米，但也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救援型载人潜水器。

2001 年，中国大洋协会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了一块 7.5 万平方公

里、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海底矿产资源勘

探开发的现实需求，为中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提供了契机。

2012 年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和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完

成了海上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7062米，中国成为第五个掌握大深

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

随后，“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相继立项、研制成功。

2020 年 11 月 10 日，“奋斗者”号载着 3 名潜航员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

沟，下潜深度达 10909 米，并且在全球首次实现了万米海底的视频直播

互动。我国也成为世界上万米下潜次数和人数最多的国家。

冲出地球是梦想，扎根地球同样重要。占据了地球表面 71%的海

洋，便是未来人类发展的资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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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深海。之前“泰坦”号的悲剧，再一

次提醒人类：我们还有如此多的未知，值得更多的探索，但深

海探索的危险性不容忽视。

相较于太空探险，海洋探险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与了解程

度比较弱，毕竟太空更为浩瀚与未知，想象空间也更大。现

在不仅地球轨道上遍布着数以千计的人造卫星，人类还将航

天器派往其他星球进行星际探索。现阶段的人类对宇宙已

经有了初步的认知，特别是对自己所生活的太阳系已经相当

熟悉了。

相较人类对太空的了解，对大海的了解却少之又少，虽

然它就在我们身边。溯源来说，生命都是从海洋中诞生的。

但人们思考更多的是：海的那边有什么，而不是海的深处有

什么。虽然人类已进行过多次深海探测，但主要的活动区域

还是集中在 200 米以上的浅海。从范围上看，探测区域还不

足整个海洋的5%。

但事实上，人们对海洋一直存在着好奇与幻想，中国的

《西游记》里，就有很多关于海底龙宫的描写。1871 年，法国

作家凡尔纳出版了《海底两万里》一书，他把海底想象成了一

个充满怪物的世界。哪怕到现在，海洋仍然是科幻文学作品

的重要场景之一，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幻连续剧《大

西洋底来的人》，比如20年前的电影《未来水世界》。

人类对海洋的探索、研究与开发，开始的时间也很早。

早在公元8世纪，维京人就将绳索上的铅块放入水中，用来测

量深度以及确定地形。就在凡尔纳写出《海底两万里》一年

以后，英国的“挑战者号”船进行了为期 4 年的第一次大规模

海洋探险，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海洋生物，并为海洋学作为

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可这次航行仍未涉及深海探索，因为没有那样的条件。

直到 1930 年，美国探险家贝比和设计师巴顿一起制造出了

一个铸铁潜水球，两人坐在这个球里，进行了一次深海潜水，

达到了 244 米深处，这是当时人类到达的海洋最深处。通过

潜水球上的观察孔，他们发现了深海中生物的存在，而在此

之前，人们认为深海中不可能有生物存在。

但是，这种潜水球很大的局限性在于，它是通过铁索放

进海里，而根据当时的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马里亚纳海沟

起码有万米以上。显然用长达万米的铁索去释放潜水球是

不可行的，也是做不到的。

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瑞士的皮卡德父子，在意大利的港

口城市里雅斯特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深潜器。父子俩乘坐

深潜器几次下潜，达到 3048 米深的海中，创下了当时人类深

海潜水的纪录。

后来，他们又制造了一艘新的“的里雅斯特”号深潜器，

最终到达了世界海洋最深处──10916米马里亚纳海沟。

大航海时代，人们从陆地走向海洋，这才有了对整个地

球的了解，有了对新大陆的发现。由此揭开的地球海洋时

代，对近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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