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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海域，汪品先正在进入“深海勇士”号，随
后他将开展下潜科考作业。（摄于2018年5月）

▲汪品先 （前右一） 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参
加科考会议。（摄于2018年5月）









科技名家笔谈

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

中国深海科技处于发展黄金期

中国海洋科技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些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海洋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尤其在深海科技领域，实现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不
断向深蓝挺进。

这些重大突破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顺利启动实
施；7000米级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圆满完成海试任务，
又经历了长达 5 年、8 万海里的试验性应用航次历程后，
顺利进入业务化运行阶段；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
器“深海勇士”号国产化率达到95%；万米级载人深潜器

“奋斗者”号成功挑战全球海洋最深处，坐底深度10909
米，实现了“全海深”梦想。“潜龙”“海龙”“海燕”等
系列无人潜器，4000米深海拖曳勘探系统等一大批深海观
测、探测装备研制试验取得突破；深海空间站重大工程开
展论证设计；自主研发的深冰芯钻机完成了南极大陆冰盖
海拔最高点的多次钻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深海探索从太平洋世界最
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推进到南北两极地区；在南海，通过30
多个单位多年的通力合作，我们完成了规模空前的“南海
深部计划”，赢得了科学探测南海的主导权，使其正在成
为世界边缘海研究的典范。

可以说，中国的海洋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旺发
达，深海科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全国上下的共同关
心支持。中国海洋事业和深海科技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期。

蓝色科技促进海洋资源开发

宇宙中有难为人所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地球表面其
实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面积辽阔的深海。海洋洋面
200米以下是永恒的黑暗，长期以来绝大部分是人类认识
的盲区，既留下了诸如“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样具有“不
可知论色彩”的民间俗语，也导致了诸如“海底不漏”等
很多错误的认知。随着科学考察的深入，人们对海底的认

识增加了，比如，了解到海底是“有东西下去，也有东西
上来”，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黑暗食物链”“深部生物圈”的科学发现，揭开了深
海黑暗世界的一层神秘面纱。虽然科学界对于深海海底来
自地球内部核裂变产生能量的过程十分陌生，更不清楚这
类过程在人类社会里的应用前景，但是，对深海的探索还
是逐渐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不断改变着我们对海洋的认
知，也逐步增强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

深海的生物资源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通过发展海洋
渔业，我们不仅可以从深海获得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可以
获得宝贵的基因资源。深海生物尤其是微生物有着各种各
样的“特殊功能”，比如，有的能适应高温高压，有的有
着尺度惊人的长寿能力。提供这些特殊功能的基因无疑是
无价之宝，有望在增进人类福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获取油气资源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主要方式之一。
1947年，人类开始勘探海洋石油；20世纪70年代，人类能够
开采300米、500米水深海底下的石油；1980年后，人类可以
开采超过1000米水深海底下的石油。海底油气资源开采
量由此迅速增加，进入21世纪，海上油气开始占据海洋四
大支柱产业之首的位置，开采自海底的原油、天然气约占1/
3。今天，人类已经可以开采 3000 多米水深海底下的石
油。随着海洋科技的进步，不久的将来，60%新发现的油气
都将来自海底，特别是深海海底。深海海底也被认为是地
球剩余油气资源重要储存区域，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世界
上现在剩下的石油约1/4可能储藏在北冰洋洋底之下。

“三深”联合助力探索深蓝

深海资源宝藏琳琅满目，人类已经积累了一些开发利
用的经验，但如何进一步深入认识海洋，让其更好造福自
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深海高科技的发展和以此为支撑在“三深”即大洋“深
潜”“深钻”和“深网”方面取得的成就。

“深潜”包括载人深潜和不载人深潜两类，其核心是
深潜器研制和利用。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奋斗，我国
已经形成了深潜装备“家族”系列，包括“蛟龙”号、

“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潜龙”“海龙”“海燕”
“海斗”等，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全海深”进入，为更好
认识和利用海洋提供了雄厚基础。

“深钻”就是从海底向下进行科学钻探，技术要求
高、经费投入大，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从1968年开始，是国际科学界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合
作计划，已经在世界大洋钻井4000多口，取芯超过40万
米，从多方面加深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比如，大洋钻探
证实了地球构造运动的板块学说，找到了气候长期变化的
轨道驱动；再比如，在北冰洋的钻探发现，那里曾有一种
名为满江红的水藻非常茂盛，表明5000万年前该区域曾
是富含有机物质的温带湖泊，这让一些科学家认为北冰洋
可能蕴藏丰富石油资源。1998年，中国加入国际大洋钻探
计划，在第二年就成功实施了南海第一次大洋钻探，探索
季风气候演变的历史。2014至2018年间，中国又接连完
成3个半钻探航次，揭示了南海海盆张裂、海底扩张的历
史。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航次都是在中国科学家提议、设
计和共同主持下实施的。

“深网”就是建立海底观测网。人类对地球观测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地面上、海面上观测；第二个
阶段到空中去观测，就是开展遥感观测；第三个阶段到海
底去，建立海底观测网。海底观测网可以不间断地进行长
期现场观测，无论有台风还是地震都可以连续运作，将深
海的现场数据实时送到实验室，极大提升对海洋的观测能
力。比如，根据在太平洋 70 多个锚系的长期观测数据，
科学家才形成对“厄尔尼诺”现象根源的认识，从而对其
开展准确预报。

进入新世纪，发达国家掀起了建设海底观测网的热
潮。2009年，加拿大“海王星”观测网率先建成，水深3000
米、缆线长 800 公里；2015 年，日本建成 S—Net 网，从本州
岛连到太平洋 8000 米水深的日本海沟，布设 150 个监测
站、缆线总长 5700 公里，号称世界最大的地震监测网；
2016 年，美国 OOI 海底观测系统正式建成，包含区域网、
近岸网、全球网三大系统，设置 900 多个探头对美国岸外
进行多学科的海底观测；此外，欧盟14个国家参加的EM-
SO计划，从地中海直到北冰洋都将布设海底观测网。

中国“深网”建设始于2005年，2009年建设近岸的实
验观测站。此后，又在南海北部进行了大量深水海流和沉
积过程的长期观测。2017年，我国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正
式被批复建立，将在我国东海和南海分别建立海底科学观
测系统，从海底向海面进行全天候、实时和高分辨率的多
界面立体综合观测。2019年，由同济大学牵头的国家大科
学工程海底科学观测网正式动工。根据计划，该网将历时5
年建成，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底观测网之一。

今天，中国深海科技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正
在迈向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征程中。我们广大深海科技工作
者将牢记职责和使命，继续努力奋斗，全面推动深海科技
创新，为建设海洋强国，为人类向深海进军，认识、保
护、开发海洋贡献深蓝科技力量。

（作者汪品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
球科学学院教授，曾以82岁高龄参加“深海勇士”号载
人深潜航次，9天内3次下潜至南海1400米海底，获多项
重要发现）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先后考察了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了解海南
支持种业创新、发展海洋科技等情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着力推动海洋

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
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
键技术。”这些论述为我们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等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

作
者
汪
品
先
肖
像
画
。

本
版
画
家

张
武
昌
绘

作
者
汪
品
先
肖
像
画
。

本
版
画
家

张
武
昌
绘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阳） 司法部、教育部、
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进
一步做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工作，到2025
年，建立起与国际通行仲裁制度相适应的涉外仲裁人
才培养体系。

根据通知，有关部门将推出组建涉外仲裁人才培
养专家委员会、建立涉外仲裁人才培训基地、组建涉
外仲裁高端人才库、开展涉外仲裁项目证书教育等一
系列重点举措。

其中，司法部将会同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10余家具备相关学科综合优势、专业师资配置完善
的高校，成立多语种、各具特色的涉外仲裁人才培训
基地。培训基地要以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相关法律和实
践作为教学内容，设计与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培训课程
相贯通的项目课程体系，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教育部、司法部还将探索将涉外仲裁项目证书教
育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
相衔接，鼓励和吸引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和法学专业
的优秀本科毕业生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仲
裁） 研究生。到2025年，完成1000名涉外仲裁青年
后备人才招生培养工作。

通知强调，要创新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机制、优化
涉外仲裁人才培养路径，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在跨境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专
业服务的中国涉外仲裁人才，建立适应中国国际仲裁
品牌和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专业人才培育、培训
工作格局，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电《参考消息》近日登载路透社报
道《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星系为了解原始宇宙提供线
索》。该报道摘要如下：

日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迄今观测到的
最古老、最遥远的星系。这一星系是在标志着宇宙起
源的大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形成的，或由第一代新星
构成。

研究人员 7 日称，这个名为 HD1 的星系可追溯
到138 亿年前大爆炸之后的3亿年出头。他们还说，
观测结果表明，HD1形成恒星的速度惊人，每年可
能新增约100颗恒星，亦有可能孕育了已知最早的超
大质量黑洞。

研究人员使用了美国夏威夷和智利的望远镜以及
在轨的斯皮策空间望远镜的数据。他们还希望利用詹
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获得更为精准的信息。该望远
镜去年12月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升空，将于
数月内投入使用。

研究人员称，有关HD1的观测信息有限，其他
物理性质仍然成谜，包括其形状、总质量和金属丰
度。金属丰度是指原始宇宙中存在的氢和氦以外的物
质所占的比例。

研究人员说，HD1 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 100 亿
倍，其中可能充满了第一代恒星。据猜测，这些所谓
的“第三星族星”（星族III）质量极高、亮度大、温
度高、寿命短，并几乎完全由氢和氦组成。

在宇宙的初始阶段，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并不存
在。之后，这些元素在最早的恒星内部形成，并随着
恒星生命周期结束时发生的爆炸涌入星际空间。

据观测，HD1 的紫外线亮度极高。研究人员
称，HD1或正“经历一次非常突然的星爆”。

研究人员还说，关于紫外线亮度的另一种解释是
HD1 内部存在一个质量是太阳 1 亿倍的超大质量黑
洞。包括银河系在内的许多星系的中心都有超大质量
黑洞。

联手齐发力
加大涉外仲裁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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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星系被发现

29岁的刘金燕是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巨城镇巨
城联校、凤凰垴小学、水峪小学的美术教师，在太
行山深处从教5年多来，她不仅为学生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美术课程，还在平定县团委的帮助下筹备创建
了数十个美术兴趣社团，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在孩子
们心中。

乡村教师长年奋斗在农村基层教育一线，默默
奉献。面对淳朴、渴求知识的农村孩子，他们坚守
着三尺讲台，用全部心血浇灌着乡村的幼苗。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
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的他们。这些了不起的“守望
者”，点亮了农村孩子们的希望。

图为刘金燕在指导学生画画。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乐教乡村 守望梦想

为建设海洋强国
贡献深蓝科技力量

““蛟龙蛟龙””号载人深潜器与母船号载人深潜器与母船
““向阳红向阳红0909””科学考察船科学考察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刘诗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