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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岩石中读取南海“历史档案”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第一管样品目击记

欲将深海全覆盖：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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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电(记者
栾海)未来高技术武器的打
击速度如果发展到人类反应
难以应对的地步，该怎么办？
为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俄罗
斯军方正在测试一种软件应
用程序，看它能否代替司令
部的参谋们策划作战。

据俄网络媒体《军事观
察》报道，这一应用程序的研
制单位是位于莫斯科附近的
“机器制造”科学生产联合公
司。该应用程序可在台式电
脑和平板电脑上运行，采用
独特计算方法，能依据软件
中预先储存的数据资料和后
续不断输入的情报资料来推
演战况，例如预测敌方可能
采取的行动，建议在某种局
势下实施哪些作战方案，推
测己方武器的反击效果等。

“机器制造”公司新闻发
言人克列诺夫介绍，上述应
用程序首先是为抵御海上攻
击而研制的，这是因为一些
国家正在研发飞行速度超过
5 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水面打
击武器，能在几分钟内飞越
数百公里的距离“闪击”敌方
目标。而岸防部队在发现敌
情后通常需 10 分钟才能做
好防御准备，守方人员会来
不及研判高超音速武器的
动向。

据介绍，要使用这种应
用程序策划作战，需不断向
程序中输入新情报。目前操
控人员是通过逐个复制数
据文件的方法来输入情报，
将来该程序的操作界面将
改进为带表格的对话框，只
需将情报填写到表格内便
完成了情报输入。按计划，
这一应用程序内还会添加
军用电子地图，操控人员可
在地图上拖拽各种战场图
标、向作战单位提供情报数
据并推算出某些武器的高
速飞行弹道及其攻击区域。

克列诺夫表示，研发人
员曾用这一应用程序推演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
军抵御美军两栖登陆作战的
场景，根据公开消息模拟重
新部署伊方部队、火力和雷
达站，观察电脑屏幕上的“伊
军”能否更有效地反击“美
军”，以及战局发展的所有其
他可能性。

据俄军方披露，目前俄海军某部的专家正在研究
上述应用程序的效果，有专家认为这一应用程序有助
于进行独特的作战策划，并能推演现代化海战武器的
使用情况。在测试工作结束后，军方将决定是否采用这
一研发成果。

俄军事杂志《祖国武库》主编穆拉霍夫斯基在评价
这项研究时指出，与上述应用程序类似的某些战斗模
拟程序已用于推演武器使用效果和训练部队指挥员。
此外，还有很多游戏商家开发出了大量模拟战争游戏。
但“机器制造”公司研发的新程序更加复杂，因为其中
运用了很多专业军事知识。

俄测试新激光战车

可使敌武器“失明”

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栾海 )看得清才能打得
准。俄军工单位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履带式激光战车，
可专门攻击敌方武器上的光学探测设备，使敌方因
“看不见”而无法正常工作。

据俄罗斯列格努姆通讯社报道，位于莫斯科的
“天体物理”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正为俄国防部研制这
种激光战车。这种武器专门破坏部分飞机、直升机和
导弹的光学探测仪器，并使坦克、装甲车的光电探测
系统和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的瞄准器失灵，有效攻
击距离可达数十公里。此外，这种武器不会使敌人毙
命，但可能致人失明。

俄媒体报道说，位于这种战车上部的箱式激光
器内装有多台激光发射装置，当其探测系统发现敌
方武器装备上运用光学原理工作的探测设备后，这
些激光发射装置可同时分别攻击多个武器装备的
“眼睛”，也可将多束激光汇聚起来攻击一个目标。

据了解这项研发工作的军工专家介绍，这一激
光战车已具备较高的技术完备性，目前正在接受测
试。尽管专家拒绝透露该激光武器的具体性能和研
制计划的完成时间，但指出该激光战车的“父辈”是
上世纪 90 年代初曾少量装备俄军的 1K17 型激光
战车。

另据俄科普期刊《通俗机械学》报道，1K17 内
置激光发射装置共有 15 台，分上下两层排列，其
外观犹如一个体积庞大的多管火箭炮发射器，班
组乘员坐在战车中部操控激光器。战车运用其内
置的多台激光发射装置能射出不同波段的激光，
假如敌方武器装备的光学探测设备装有对付某一
波段激光的滤光镜，1K 1 7 战车就用数台发射装
置朝单个武器装备同时射出几个波段的激光，以
突破其防御范围。

据“天体物理”公司的专家介绍，新式激光战车
相比于上一代 1K17 战车的最大改进就是其激光器
身形轻巧，可安装到坦克的炮塔部位，也可设置在有
装甲防护的步兵战车或运输车上，因而具有更高的
机动性，可以紧随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实施掩护。

但俄媒体援引军事评论员科托夫的话报道说，
激光战车每次攻击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充电，假如
充电时间持续较长，将成为激光战车的一个弱点。其
次激光武器只能直线攻击，在平地上如果待攻击目
标位于 10 公里以外，它就会处于地平线以下，无法
打到。此外，尘土、浓雾、降雨和烟幕都会削弱特定波
段激光的破坏效果，或者降低其有效射程。这些问题
都亟须研发单位花大力气解决。

新华社“决心”号 2 月 16 日电 (记者张
建松)“看，多美的样品，真漂亮啊！”“这里还
有个凸起，可能是有孔虫吧？”15 日，在“决
心”号大洋钻探船的岩芯室，许多科学家围
在一起，对着刚刚切开的第三次南海大洋
钻探第一管样品，热烈地讨论着，连连赞
叹。

解开“南海天书”的“密钥”

记者好奇地挤进人群看了一眼，只见
一根根对半切开的取样管里，装满了深灰
色、好似水泥一般的沉积物，整整齐齐排
列在桌面上。外行人看来“其貌不扬”的科
学样品 ，科学家们却“视若珍宝”。许多人
俯身低头围着样品，翻来复去、左看右看，
充满了兴趣。

在他们眼里，这些科学样品是南海用
自身“文字”书写的一页页“历史档案”。只
要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手段，将这些博大
精深的“历史档案”翻译还原，就能读懂
“南海天书”中的某些篇章。

“决心”号在海底钻得越深，这些“历
史档案”记录的年代就越久远。第三次南
海 大 洋 钻 探 的 目 标 ，就是要 在 当 前 的
U 1 4 9 9 钻探站位，在 3 7 7 0 多米深的海
下，钻穿海底 8 0 0 多米厚的沉积层，钻到
南海的基底岩石，从南海形成的最初源头
处“查阅档案”。

从“第一钻”到“第一管”

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I ODP 3 6 7
航次的 3 3 名中外科学家，抵达南海目标
海域的当天，“决心”号就顺利开钻。当“决

心”号上的 APC 液压取样设备，将第一根
长 1 0 米的透明取样管带回船上的时候，
人群里一阵沸腾。取样管里装了 2 . 5 米
海水和 7 . 5 米沉积样品。这意味着海底
的泥水交界面被成功捕捉，第一钻成功
了！

在“决心”号的操作甲板平台，技术
人员十分娴熟地忙碌着。他们拿着一把

长尺在取样管上做好标记，然后将管
子连同里面装的样品，平均切成 1 . 5
米长的小段；在每段的两端，盖上不同
颜色的盖子；蓝色盖子表示上方，透明
盖子表示下方。

他们拿取样管的手也很有讲究。右
手拿取样管的上方，左手拿取样管的下
方，迅速送到岩芯实验室里，进行“身份

证编号”，共有三种编号方式相互应证。
为了防止钻孔里有甲烷等气体造成“井
喷”，船上的科学家在第一时间还采集了
沉积样品，进行气体浓度检测。

“全身体检”与“深度体检”

放置三、四个小时后，沉积样品的
“体温”稳定在室温水平，科学家开始对样
品进行“体检”。首先进行的是“全身体
检”。在“决心”号的岩芯实验室，他们使用
不同功能的全岩芯检测设备，为它们拍下
3 6 0 度“全身像”，然后再进行快速、非破
坏性的密度、磁性、辐射等指标检测。

完成“全身体检”后的沉积样品，被
送到专门的切割室，连同取样管一起，
被切割成相等的两半。一半用于取样研
究 ，一半用于存档，分别摆放在不同的
桌子上。

对于存档的样品，科学家对其进行
颜色、粒径、磁化率等概况描述后，就将
统一存入岩芯库。目前 ，国际大洋发现
计划 ( I ODP )在全球共设有三个岩芯库：
即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海湾岩芯
库、德国不莱梅大学的不莱梅岩芯库和
日本高知大学的高知岩芯中心。一年以
后 ，全球科学家都可以申请本航次所钻
取的样品进行研究。

而对于另一半的样品，科学家将在
“决心”号上继续对它们进行各类“深度体
检”。目前，他们已分成沉积组、岩石构造
组、地球化学组、古地磁组、古生物组、岩
石地球物理组，24 小时值守在越钻越多、
越钻越深的珍贵样品身边，从各个专业
角度分析研读南海的“历史档案”。

大洋钻探有多牛：探出许多“史前奇闻”
一望无际的美丽南海再次迎来了蓝色

的“决心”号 ，中外科学家在这里开展第三
次大洋钻探。

近半个世纪以来 ，利用大洋钻探的先
进技术，科学家钻到海底“窥探”地球，创造
了深海和地球科学领域一个接一个的学术
亮点。

从夭折的“莫霍计划”到大

洋钻探

打一口深井 ，打穿地壳和地幔的分界
面——— 莫霍面，看看“原位”的地幔究竟长什么
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科学家提出了雄
心勃勃的“莫霍计划”。但在付诸实施近十
年后 ，因经费远超预期而夭折 ，“莫霍钻”

最终变成了“乌有钻”。

虽然“莫霍钻”梦想至今仍未实现 ，却
给为此而发展起来的大洋钻探技术提供
了一种新颖直接的“窥探”地球手段 。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四大海洋所联
合组成“地球深部采样联合海洋研究所”，
提出“深海钻探计划”( D SDP ) 。1 9 6 8 年 ，
“格 罗 码·挑 战 者”号 大 洋 钻 探 船 首 航 墨
西哥湾 ，从此开启了地球科学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 。

迄 今 为 止 ，这 一 计 划 已 经 历 了 四 个
阶 段 。即 深 海 钻 探 计 划 ( D S D P ，1 9 6 8 -
1 9 8 3 ) 、大 洋 钻 探 计 划 ( O D P ，1 9 8 5 -
2 0 0 3 )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2003-
2013)和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 ，2013-
2023)。

目 前 正 在 执 行 的“国 际 大 洋 发 现 计
划”共有 2 5 个成员国 、三个执行平台 。即
美国的“乔迪斯·决心号”、日本的“地球”

号和欧洲提供的“特定任务 平 台”。

发现许多出人意料的“史前

奇闻”

通 过 研 究 从 海 底 钻 取 采 集 的数据 、

沉 积 物 、岩 石 、流 体 、海 底 生 物 等 珍 贵 样
品 ，科 学 家 渐 渐 读 懂 了“地 球 天 书 ”的 一
些 篇 章 ，发 现 许 多 出 人 意 料 的“史 前 奇
闻”。

例 如 ，大 洋 钻 探 验 证 了 海 底 扩 张 学
说 和 板 块 学 说 ；在 地 中 海 的 海 底 发 现 了
大量盐层 ，说明地中海在 6 0 0 万年前一度
干枯成“晒盐场”；大洋钻探还发现北冰洋
曾经是个暖温的“淡水湖”，在 5000 万年前
曾经漂满了浮萍“满江红”。

大洋钻探还证明了 6 5 0 0 万年前恐
龙灭绝的原因 ，确实是小行星撞击了地
球 。通过在南大洋的钻探 ，发现澳洲和
南 美 洲 在 两 三 千 万 年 前 才 完 全 离 开 南
极 大 陆 ，于 是 南 大 洋 形 成 环 南 极 的 洋
流 ，造成南极的“热隔离”，结果导致南
极冰盖的出现 。

大 洋 钻 探 还 意 外 发 现 了 生 活 在 海
底 岩 石 里 的 微 生 物 群 — —— “深 部 生 物
圈”，那里是地球上微生物最大的储库 ，

生活在地球深处的微生物可以享有远超
“万岁”的高寿。利用大量的深海沉积物和
珊瑚样品，科学家重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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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海平面的升高确实是全球性
现象 ；地球的气候变化受地球轨道参数的
控制。

促 进 我 国 进 入 深 海 研 究

国际前沿

我国自 1998 年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以来，已有来自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 、
北京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海洋大
学等 2 0 多家单位上百位科学家 ，登上
“决心”号参加大洋钻探 ，促进了我国科
学家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 。

我 国 科 学 家 共 主 导 了 三 次 南 海 大
洋钻探 。1 9 9 9 年开展的首次南海大洋
钻 探 ，取 得 了 西 太 平 洋 海 区 最 佳 的 长
期 沉 积 记 录 ，发 现 了 气 候 演 变 的 长 周
期 。

2 0 1 4 年开展的第二次南海大洋钻
探 ，获取南海中央水深 4 0 0 0 米的深海
盆岩芯记录 ，首次获得南海形成年龄的
直接证据 ，同时还发现了南海形成过程
中有多期次大规模火山喷发 、发现南海
深海盆反复变化的沉积历史 。

目前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
探 ，将钻取南海的基底岩石 ，揭示南海成
因，检验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大陆
破裂理论，揭示“海洋盆地怎样形成”的科学之
谜。

“广袤的海洋尽管只是 地 球 的 一 部
分 ，却承载了整个地球演化历史 。大洋
钻探计划犹如海上灯塔 ，照亮了固体地
球科学几乎每一个领域 ，激发了地球深
处和深海研究的快速发展 。”同济大学海
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汪品先院士说 。

(记者张建松)
据新华社“决心”号电

▲这是 2016 年 1 月 16 日拍摄的“决心”号大洋钻探船上的夜晚景象。

当晚，美国、英国、中国等 12 国科学家参加的大洋钻探旨在打穿地球壳幔边界，过程十分艰
难。进入 400 米后，随着钻孔越钻越深，钻孔故障频发，已损坏了 3 个钻头。为了尽快越过故障多
发地带，“决心”号采用了力量更大的三牙轮钻头连续向下钻进而不取芯。目前钻孔深度已突破
600 米，并恢复了正常取芯。 新华社资料照片

▲ 2 月 15 日，在“决心”号大洋钻探船的岩芯室，许多科学家围在一起，对着刚刚切开的第三
次南海大洋钻探第一管样品，热烈地讨论着，连连赞叹。在他们眼里，这些科学样品是南海用自身
“文字”书写的一页页“历史档案”。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诗平)记者从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获悉，我国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研制工作已立项，它将具有载人到达
全球所有深海作业的能力。

中船重工副总经理邵开文表示，2 0 1 7
年，中船重工在科技创新方面，将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等一批深海装备项目作为重点，深化
智慧海洋工程建设方案。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由中船重工第 702 研
究所牵头研制，其牵头研制的“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2012 年夏曾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
7062 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海
洋面积 99 . 8% 的海域作业的能力。目前承担
的全海深载人作业型潜水器，将具备覆盖全
球海洋 100% 海域的作业能力。

邵开文在谈及中船重工 2016 年重大科
研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时说，中船重工正在研
制的 4500 米载人潜水器，已完成载人舱加工

和测试，正在开展总装调试。

与“蛟龙”号相较，4500 米载人潜水器拥
有 5 个观察窗，能满足更多视角科学观察；载
人舱同为 3 座，但有楼梯方便出入舱；舱内操
控界面更加舒适。

此外，中船重工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蛟龙”号母船已在建造中，预计
这艘准 4000 吨级为“蛟龙”号深潜作业提供
支持及维护的专用母船，2019 年 3 月交付使
用。

业内专家认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4500 米载人潜水器和“蛟龙”号母船建成投
入使用后，将会显著提升我国全面开展大洋
国际海域资源环境的综合调查能力，同时也
将大大提升我国海洋探索的探测能力与研究
水平。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继续创造着“中
国深度”。大洋深处的无穷奥秘，将会更多地
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入驻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蛟龙”号、“海龙二号”和“潜龙一号”三个潜水器（从
后至前）。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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