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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超 1000 公里的多波束测线

随着“深海一号”远洋科考船携“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停靠在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湾尖沙

咀海运码头，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队

结束了为期 45 天的海上调查。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由自然资

源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统筹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组织实施，是“数字化深海典型

生境”大科学计划下，首个在公海区域开展

的 联 合 科 考 ，也 是 首 次 有 外 国 科 学 家 搭 乘

“蛟龙”号开展深海科考。

作 为 中 国 自 主 设 计 、自 主 集 成 的 首 台

7000 米 级 大 深 度 载 人 潜 水 器 ，“蛟 龙 ”号 自

2009 年首次下潜以来，已完成超过 300 次下

潜，累计搭载 900 余人次，为全球深海探测提

供了有力支撑。本航次累计完成 18 次“蛟

龙”号载人深潜任务，最大下潜深度 5600 米，

进一步揭示了西太平洋海山是生物多样性的

热点区，为深海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样品

资源与关键数据。

共同参航下潜——

“大海像是在欢迎我

们来到一个新世界”

“我记得‘蛟龙’号沉入水中的声音。那

一 刻 ，大 海 像 是 在 欢 迎 我 们 来 到 一 个 新 世

界。”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博士生朱迪

思·波萨达斯在科考日记中写道。去年 8 月

20 日，波萨达斯作为右舷首次搭乘“蛟龙”

号，和来自中国的潜航员张奕、齐海滨共同完

成了 302 航次任务。

船时 6 时许（北京时间 4 时许），远处天际

依然泛着青灰色，母船“深海一号”船上已是

一片繁忙景象。作业区天气晴朗，潜航人员

和技术保障团队各司其职。一系列准备工作

就绪后，“蛟龙”号舱盖关闭，深海之旅即将

开启。

船时 7 时，“蛟龙”号从“深海一号”船后

甲板推出，被绞车牵引放至海面。注水后，

“蛟龙”号以每分钟 35 米的速度向深海潜去。

主驾张奕是目前中国唯一在印度洋、太

平洋、大西洋都有下潜经历的女性潜航员。

她曾驾驶“蛟龙”号下潜作业 50 余次，有着丰

富的深潜作业经验。

张奕在回顾本航次时表示，“参与的外国

科学家大多是第一次搭乘潜水器下潜到海

底。下潜前，我们围绕潜次安排、作业重点等

进行了充分沟通。”

来到 2000 多米的作业海区。深海宁静

而漆黑，“蛟龙”号发出一道光束，照亮前方海

底，顺着光照方向，不时有有机物碎屑组成的

白色颗粒“海洋雪”划过。透过“蛟龙”号的

“双眼”，深海的奇妙生物在海山山脊间悄然

浮现。五彩斑斓的海葵、冷水珊瑚与海绵轻

盈地漂荡在水中，海星、海参、海百合时隐时

现，宛如一幅神秘的“深海花园”画卷。

舱内，张奕熟练地操作机械臂抓取深海

生物、水体样品，并利用插管取得海底沉积

物。在她身旁，波萨达斯在认真观察舱外情

况。“在下潜过程中，她会及时提醒我注意潜

水器右舷的一些山体凸起，防止潜水器发生

碰撞。”张奕说。

6 个多小时后，深蓝的海面激起白色的浪

花，“蛟龙”号返回海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时间

过得如此之快！”波萨达斯感慨，在“蛟龙”号中

看到的景象像是“难以诉诸言语的梦境”。

谈到下潜经历，新加坡海洋科学家蔡嘉

慧同样难掩兴奋。她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从事多金属结核矿区大型底栖生物的生态

研究。“中方潜航员负责采样，我们在一旁记

录观察以及建议采样目标。这次联合科考

体现了科学无国界，让我有幸能亲眼看到海

底的生态系统，更直观地了解海洋环境。”

“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非常默契，我们拥

有不同领域的专业背景，能够实现知识互补，

使采样工作更加高效。”参与此次科考的澳大

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博士生埃里卡·格雷斯

表示。

据了解，科考队在 30 余个调查作业站位

开展了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常规调查，采

集到深海生物、海水、沉积物等样品，完成了

超 1000 公里的多波束测线，加强了对调查区

域海底地形和水深情况的了解。

共享样品数据——

“跨学科交流推动了

彼此的研究进展”

回到母船“深海一号”船，中外科学家的

合作仍在继续。“蛟龙”号带回 4K 摄像机拍摄

的高清视频，在母船的潜水器监控中心，科学

家们早早守候在这里，通过大屏幕分析“蛟

龙”号从深海拍摄的画面。

另一边，由“蛟龙”号上的虹吸取样器、生物

网兜、微生物原位富集装置带回的一系列样品，

被装入样品箱，转移到船上的生物和地质实验

室。实验室里，中外科学家对样品进行初步分

类、编号、拍摄，并妥善保存以便后续研究。

“深海一号”船上专门设置了一台共享电

脑。每个潜次结束后，中外科学家会把该潜

次具有代表性的视频上传至共享电脑。此

外，采集到的海洋水文和环境等重要数据，以

及采样清单和照片等重要资料也会同步共

享，供所有科研人员研究使用。

这种紧密的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促进了中外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在共

享数据后，中外科学家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

和专长，对样品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香

港科技大学生物学家张珊举例说，来自海洋生

物领域的专家关注生物样品的形态和生态特

征；来自地质领域的专家关注样品的地质背景

和成因；而来自生态领域的专家则会关注生物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跨学科交流推

动了彼此的研究进展，促进了深海生物多样性

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航次获得了丰富的深海生物样品。科

考队经过调查发现，沿着麦哲伦海山链，生物

量呈现北高南低现象，主要生物类型有海绵、

珊瑚、棘皮动物等，水深、底流和微地形地貌

显著影响底栖生物分布。科考队共计获得珊

瑚和海绵各 100 余件、棘皮动物 200 余件、鱼

虾等其他类群动物 100 余件等。

自然资源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局长邬

长斌表示，本航次的成功实施，不仅提升了中

国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科学认知

水平，也为全球海洋科学研究贡献了重要的

科学数据。

共护深海生态——

“ 让 海 洋 变 得 更 加

美好”

“海底的泥巴里是不是藏着宝藏？”“海底

火山在海里喷发，为什么不会被

海水浇灭？”“‘蛟龙’号如何在海底

工作？”

去 年 9 月 5 日 ，正 在 执 行 任 务 的

“深海一号”船与香港、山东青岛两地几

所中小学进行视频连线。同学们对深海

大洋充满好奇，纷纷提问。中外科学家和

潜航员在“云端”向同学们介绍海绵、海星、

珊瑚等海洋生物，并分享在“蛟龙”号里的工

作点滴。

航次虽然结束了，但科普永不止步。邬

长斌表示，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深海科普活

动，增加人们对深海探索的认识，激发青少年

对海洋科学的兴趣，为未来的海洋科学教育

和科学研究播下希望的种子。

友谊也在持续传递。“很荣幸能够成为首

批乘坐‘蛟龙’号探索深海的外国科学家，来

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正在同心协力，让海洋

变得更加美好。”波萨达斯表示。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近期一份报告中，肯

定了中国在推动全球深海研究方面发挥的作

用。接下来，“蛟龙”号还将在印度洋等地开

展第二个国际合作航次，进行深海热液区生

物多样性与环境调查，这将有助于了解深海

热液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为深海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 提 供 科 学

依据。

“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各有所长，合作

能让各方受到启发，推动今后开展更多科学

研究。”参与本航次的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

授邱建文表示，希望通过中外科技合作，促进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推 动 构 建 海 洋 命 运 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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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

中国科学家与来自墨西哥、西班牙、

加 拿 大 等 国 家 的 8 名 外 国 科 学 家

一同探索深海

累计完成 18 次“蛟龙”号载人深

潜任务

最大下潜深度 5600 米

在 30 余个调查作业站位开展海

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常规调查，采
集深海生物、海水、沉积物等样品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图①：“蛟龙”号结束下潜作业返回“深海一号”船。

图②：中外科学家在“深海一号”船上处理海底沉积物

样品。

图③：参与 2024 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全体中外科学

家合影。

图④：中外科学家在“深海一号”船上实验室内处理微

生物样品。

图①至图④均为新华社记者王聿昊摄   
图⑤：“蛟龙”号返航。                  张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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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接受外国科
学家参与科考，与日本、尼
日利亚、塞舌尔、印尼等国
实 施 联 合 科 考 …… 近 年
来 ，中 国 以 实 际 行 动 为 全
球 保 护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
推动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