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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捞针”，“蛟龙”号做到了
成功找回一年前“丢”在 6300 米深海的采水器，创造了世界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新华社“向阳红 09”船 5 月 25 日电（记者
刘诗平）告别 4800 米的深海世界已经两天，脑
海中依然时时闪回潜入深海时的场景。23 日，
新华社记者搭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世界最
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北坡下潜，
在 4811 米至 4697 米的海底世界作业 3 小时
11 分，来回途中共用时 5 小时 09 分。深海世界
的一切令人难忘，下潜途中的见闻同样印象深刻。

深海“临时之家”是大还是小？

5 月 23 日那天，当北京还是凌晨 4时，在
早两个时区的马里亚纳海沟，太阳已经从太平
洋上升起。目测两三级的风、一两米的浪，在大
洋深水区并不算坏海况。再过一个小时，作为今
年马里亚纳海沟第一潜的下潜人员，记者将从
这里潜入 4800 米的海底世界。

6时 40 分，记者沿着梯子进入“蛟龙”号载
人舱，主驾驶“潜航英雄”唐嘉陵和有着十次深
海经验的副驾驶刘晓辉已经在舱中。

一个月前，在三亚水域记者曾与“蛟龙”号
有过亲密接触。那是由另一位“潜航英雄”傅文
韬对作为候选下潜人员的记者进行培训。当时，
除了潜水器理论和知识方面的培训之外，就是
进入“蛟龙”号载人舱内现场培训。这部分培训，
一则看适应与否，二则需要熟悉舱内各种设备，
了解下潜时观察、警戒、记录等职责，三则了解
应急处理等特殊情况。

“蛟龙”号的载人舱直径是 2 . 1 米，乘坐 3
人，主驾驶安坐中央，两边各坐一人，记者和刘
晓辉分坐右舷和左舷位置，3 人眼前各有一个
观测窗，可以观察外面的世界。

“蛟龙”号载人舱在世界作业型载人潜水器
中并不算小，尤其是在三亚培训初次进入舱内
时，感觉非常宽敞。然而，当天的感觉却有点挤，

因为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大包及用品。不像三亚
只身进入，这次要在这个深海“临时的家”中呆
近 9 个小时，而且温差大，水面舱内 30 多摄氏
度，深海仅仅几摄氏度，需要备上冬天的衣服。

泡沫怎样成为硬块？

入舱前，刘晓辉在“蛟龙”号的样品筐中放
了一块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高 10 厘米的白
色泡沫做实验，检验它在压力下的具体变化。

随着“蛟龙”号下潜，记者看到，白色泡沫慢
慢变小。到了 700 米左右，已经变成了巴掌大的
一块。此后，泡沫的形状没有明显变化。

“每往深海进发 1000 米，就会相应地增加

100 个大气压力，这说明 70 个大气压力就把
这块泡沫压缩到接近极限了。”刘晓辉说。

刘晓辉说，泡沫在深海经过压缩后，空腔
里的空气被压出，就成为实体结构了，所以体
积会大幅缩小、密度增大，而且泡沫在返回海
面后比下去之前要重，原因是空腔里的空气
被排出后，一部分海水进入，使得其体积缩
小、密度和质量增大。

像“蛟龙”号这次前往 4800 米深海，相应
地增加 480 个大气压力。“蛟龙”号可以下潜
到 7000 米，也就是说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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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制中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还要增
加 400 个大气压，这对潜水器的结构设计、材

料等，是极大的考验。

200 米水下一片黑暗？

“蛟龙”号载着人们下潜，舱内显控面板
上的深度数字逐渐增大，窗外的颜色开始从
碧蓝到深蓝，到变暗直至剩下一片漆黑。

下潜时速每分钟 38 米，下潜到 150 米
时，水下已经变得非常暗，并不像人们常说的
是 200 米变暗。原来，下潜是早上，阳光斜射、
透射率低，海水透明度因而不够好。

回程时，记者曾对此留意。15时 20 分，
时速每分钟 26 米，当升到 266 米时，已经开
始从漆黑世界中走出，越往上越清晰起来。

同一深度能否看到同样场景？

1960 年 1 月 23 日，瑞士探险家雅克·皮
卡尔与美国海军中尉唐·沃尔什驾驶“的里雅
斯特”号深海潜水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下潜
至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处。他们在 4800米之
前以每秒1米的速度下潜，同时记录了几个场景：

9时 01 分，300 米，一片漆黑，灯光下有
浮游生物；9时 20 分，735 米，有少量放射性
浮游生物，海水温度 10 摄氏度，舱内寒气袭
人；10时 20 分，4100 米，偶有磷光浮游生物
闪亮一下。

对于这些深度，记者曾特别留意。在 300
米和 735米处，还真的看到了像流星一样划过
的亮点。9时 19 分，到达 4100 米，没有看到光
亮，而是黑暗一片，4166米则有“流星”划过。

这些亮点和“流星”，正是磷虾类浮游生
物发出的光。从 200 多米到 1000 多米之间，
“流星”划过的频率非常之高，它们丰富着人
们前往深海世界的旅程。

▲ 5 月 25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布放入水。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新华社“向阳红 09 ”船 5 月 25 日电(记
者刘诗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25 日在马里
亚纳海沟成功找到一年前因特殊情况留在了
6300 米大洋深处的采水器，“大海捞针”的
故事变为现实。

“在距离水面 6300米的大洋深处，成功回
收在深海停留了一年的 Gas-tight采水器(气密性
保压序列采水器)，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充
分体现了‘蛟龙’号的精确作业能力、潜航员
的驾驶水平和各方面配合的默契。同时，已经
在海底保存了一年的水样，与这次采集的水样
正好可以对比研究。”刚从深海回到船上的本
航段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说。

据参与了去年采水器布放的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高翔介绍，去年进行
的中国大洋 37 航次第二航段，“蛟龙”号
118 潜次和 120 潜次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布放
和回收过这种类型的采水器。当第 122 潜次
再次布放采水器，拟于该航段最后一个潜
次——— 123 潜次进行回收时，受当时台风生
成影响，潜次临时取消并返航。

“时隔一年，能否顺利找到充满了未知，因
为‘蛟龙’号的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的精度误差据
测算为 40 米左右，而‘蛟龙’号的水下可视范围
仅 8-10 米；海底地形全是沉积物，没有方向
感。不过，与我们设想的差别不大，经过个把小
时的寻找，终于如愿以偿。”本潜次潜航员傅文
韬说。

下潜之前，为找到这个采水器，本航段
现场指挥部对潜次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做了精
心布置，下潜团队对上次布放作业视频潜水
器数据和舱内记录进行了仔细研究，潜水器
母船“向阳红 09 ”船严格按方案操船，水面
技术团队和海底潜航员密切配合，克服了水
声通信和定位系统不畅的困难，从大洋深处
终于将采水器这根“针”捞了回来。

本航段现场总指挥邬长斌说，“蛟龙”
号能够在 6300 米的大深度顺利找到并回收一

年前布放的科学设备，创造了世界载人深潜的
新纪录，验证了“蛟龙”号大深度定点搜寻的
能力。同时，也充分显示潜航员操作水平日益

精湛。
本次下潜是中国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

“蛟龙”号的第 2 次下潜，也是继 5 月 23

日在世界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今年首潜
后的第二次下潜，最大潜深 6300 米，带回
了一些水体、沉积物和岩石样品。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马
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
深的海沟，最深处达到约
1 1 公里 。现在 ，这个有
着地球“第四极”之称的
海沟第三次迎来中国载人
潜 水 器 “蛟 龙” 号 的 身
影 。美 国 海 洋 研 究 专 家
日 前 在 接 受 新 华 社 记 者
采 访 时 认 为 ，深 潜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就 像 攀 登 珠
穆朗玛峰一样迷人，将有
助于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和
领域。

“长期以来，马里亚
纳海沟一直是探索的焦点
之所在，引起人们无限遐
想，原因就在于它是地球
上最深的地方，没有人真
正 地 知 道 那 里 具 体 有 什
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地质科学教授迈克尔·珀
费特说 。过去 3 5 年中 ，
珀费特参加了 2 0 多次海
洋科考船科考活动，并搭
乘美国“阿尔文”号潜水
器潜入深海世界超过 3 5
次。

珀费特说，人们迷上
马里亚纳海沟，原因有点
像“迷上征服地球最高点
或 最 寒 冷 地 方 的 探 险
者” ，因为大家对这些地
方的形态 、生物和地质等
知之甚少。

“由于所有海沟都非
常深，压力非常大，我们
所能获得的信息，无论是
地球物理学信息 、地球化
学信息 ，还是由遥控 ( 无
人 )潜水器获得的信息 ，
都 对 了 解 地 球 上 超 过
6 0 % 的 地 方 所 发 生 的 事
情具有重要意义 。”

位于 6 0 0 0 米水深以
下 极 端 生 态 环 境 的深渊
区，是目前探索最少的海
底世界。迄今仅有 3 人成
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
最 深 处 ， 他 们 分 别 是
2 0 1 2 年的好莱坞著名导
演 詹 姆 斯 · 卡 梅 隆 以 及
1 9 6 0 年的美国海军中尉
唐·沃尔什与瑞士工程师
雅克·皮卡德。而不同于
主要以探险和拍摄影像资
料 为 目 的 的 个 人 深 潜 ，
2 0 1 2 年 “蛟龙” 号在这
里搭载 3 名潜航员创造了
世界同类型作业型载人潜
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马里亚纳海沟是更
深入了解俯冲带的一个好
地方。尽管‘蛟龙’号并
不能下潜到这个海沟的最
底部，利用潜水器进行研
究，科学家和记者能亲眼
看到并探索海底，这是很
有价值的第一步。”珀费
特说。

此次“蛟龙”号将在
马里亚纳海沟下潜 5 次。

在 2 3 日完成的工程潜次
首潜中，新华社记者刘诗
平搭乘这个潜水器成功下
潜至 4 8 1 1 米 。此次下潜
为接下来的下潜顺利进行
奠定了基础。接下来 4 次
下 潜 的 设 计 潜 深 一 个 是
6 3 0 0 米 ， 其 他 3 个 为
6700 米。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彭晓
彤说，此次在马里亚纳海
沟作业区，“蛟龙”号将
发挥大深度 、定点作业的
优 势 ，在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挑战者深渊”下潜采集
高质量的深渊微生物 、底
栖动物 、沉积物 、岩石 、海水和气体样品，获取
高清视频资料和多参数环境数据。

正在国际大洋钻探船 “决心” 号上执行南
海科考任务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 、海洋地球
物理学家林间通过电子邮件说 ，海洋中最深的
地方是 “我们地球上真正‘最后的边疆’” ，
而 “蛟 龙” 号 此 次 的 科 考 地 点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挑 战 者 深 渊 ” 是 “深 中 之 最 ” ，约 1 1 公
里 。

“就像喜马拉雅山对自然探险家有着巨大
吸 引 力 一 样 ，马 里 亚 纳 海 沟 吸 引 着 海 洋 探 险
家 。但要下潜到‘挑战者深渊’底部 ，可比攀
登珠穆朗玛峰更难 ，代价也更大 。”林间说 。

林间表示 ，生物学家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
是 ，什么样的特殊物种生活在这样深的地方？
它们又怎么能承受海底如此巨大的压力？而像
他一样的地质学家 ，则在海底放置仪器监听地
球内部的地震 ，希望找到控制地震与海啸的线
索 。

“我们对这片陌生的深海世界知之甚少 ，
所以总会有惊喜发生，我们科学家喜欢惊喜，”

林间说，“‘蛟龙’号是目前世界下潜最深的研
究型载人潜水器，使科学家能探索深海的奇迹与
惊喜。‘蛟龙’号重返马里亚纳海沟，为获得新发
现、加深对陌生深海世界的了解带来了新机遇。”

(记者林小春)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5 日电

▲ 5 月 25 日，刚从深海归来的“蛟龙”号。其右下样品筐内的物品，即成功回收的 Gas-tight 采水器（气密
性保压序列采水器）。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探海深潜：从夏天到“冬天”，泡沫“压”成硬块
新华社记者揭秘随“蛟龙”到马里亚纳海沟探海感受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彭茜)科技何时才能帮助
人类打破不同语言的藩篱？专家 22日说，人工智
能的一个分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近年来取得
很多突破，能代替人类“高翻”的机器翻译将在未
来 5 到 10 年内全面普及。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主办的 201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正在北京
举行。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明当天在
大会的自然语言理解分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说，
未来 5 到 10 年，机器翻译会在解决技术问题后
得到普及，“我们拿起电话讲话，就可直接体验
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或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不过，目前机器翻译在同声传译方面仍没
有得到很好解决，突破专业级翻译水平还需要
时间。周明说，由于应用前景广阔，全球各大
科技公司都将机器翻译作为主攻方向之一，
竞相突破难关。

去年 9 月谷歌发布神经机器翻译系统，
称其利用了循环神经网络，“能够实现到目前
为止机器翻译质量的最大提升”。脸书公司人
工智能团队本月则宣布，使用了一种全新的
卷积神经网络技术进行语言翻译，实现了目前
世界上机器翻译的最高准确率，且速度是谷歌
所用的循环神经网络的 9 倍。微软的机器翻译

也已支持 60 多种语言，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实
现多人、多语种的实时翻译。

近年来，研究者一直致力于让机器“懂人
话”，更会“说人话”，机器在理解人的自然语
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周明预测，未来
5 到 1 0 年，除了机器翻译之外，聊天、
问答等自然语言会话技术也会全面实
现突破，广泛应用在智能家居、语音助
手等很多重要领域；智能客服系统会替
代很大一部分重复的工作，与人工客服
完美结合，使客服效率大幅提高；人工
智能写诗、写歌也会在未来 5 到 10 年发

展得比较成熟。
“自然语言技术与感知智能等其他人

工智能技术叠加，会在教育、医疗、银行、
法律、无人驾驶等很多垂直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他说。

周明说，自然语言处理也存在一些尚
待解决的挑战，比如目前所说的自然语言
处理都是“黑箱式”，希望能探索出一个对
推理过程的解释；还有在迁移学习方面，
通用领域的学习如何自适应于其他的垂
直领域；以及如何实现“用户画像”，即个性
化的对话定制等。

专家：机器翻译将在5到10年内全面普及
“我们拿起电话讲话，就可直接体验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或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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