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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东 北 师
范大学两名同一学
院同一专业同一导
师指导的硕士研究
生因学位论文高度
相似而成为网上热
点。对此，东北师
范大学回应称，这
件 事 发 生 在 2005
年，学校调查之后
认定事情属实，并
于 2007年 12月 29日
发布正式文件，对
涉事学生予以撤销
学 位 的 处 分 决 定 ，
对指导教师给予停
止 两 年 招 生 的 处
分 。 事 情 已 经 结
案，不明白媒体为
何又拿出来炒作。

这 件 陈 年 旧
事，学校与其责怪
媒体“又拿出来炒
作”，还不如认真反
思对这件事情的处
理，以及学校的研究
生培养机制存在的
问题。从目前报道
的信息看，学校在
撤销这名学生硕士
学位之后，没有要
求学术数据库撤掉
已 经 上 传 的 论 文 ，
这 是 失 责 ， 而 且 ，
当年对导师的处理
也只是停止招生两
年，这怎么会引起
导师对学生培养质
量的重视？

这 样 的 抄 袭 ，
简直令人无语！“同
门”师兄弟之间的
学位论文抄袭居然可以发生，而且顺利通
过答辩、授予学位，还得到导师的签字认
可，上传到学术数据库，只能说明“导师
不导”的情况是多么严重。这名导师或许
根本就没有看这两名“弟子”的论文，或
者看了但对其间的抄袭不以为意，只为让
学生早一点毕业了事。据报道，该名导师
在学生涉抄袭论文发表的 2006 年，至少指
导了 12 名硕士毕业生和 1 名博士毕业生。
对此，在追究导师不负责任的同时，也该
问一问学校，这样的带教合理吗？老师能
有那么多精力指导学生吗？这也是我国高
校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通病，有的高校研究
生扩招速度过快，导致一名导师同时指导
的学生过多，根本就管不过来。

还有人质疑学位论文要经过论文答辩
委员会答辩，为何答辩专家也没有查出其
抄袭，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答辩委员会的
答辩就是走过场，只要导师同意提交答
辩，那答辩委员会装模作样问几个问题，
就通过答辩；二是两个学生的答辩，请的
是不同的答辩委员，如果两名学生的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一样，也没有发现
抄袭，那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导师的问
题，而是一个整体性问题。究竟属于哪种
情况，校方也应该调查，而不仅仅是处理
一名导师了事。

多少要感谢学位论文数据库，最近几
起被曝光的硕士学位论文抄袭，都是网友
通过学位论文数据库发现的。这其实告诉
所有学术研究者，学术不端行为，可以蒙
骗他人一时，但终究会被发现，成为一生
的污点。也正是基于此，所有研究生的导
师，必须对自己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负
责，要重视对自己学生的指导、培养，要
训练、培养他们有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

其实，导师制的要义，就是通过导师
和学生的共同学术研究，培养学术规范、
传承学术精神、激发学术热情。但我国的
导师制，却在功利的办学环境中有所异
化，有的导师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充
当“老板”，还有的则由于自身事务繁多，
对学生不闻不理“放散羊”，导师不但没有
把良好的学术规范、学术精神传承给学
生，还起到反作用，这既影响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也败坏导师的教育与学术声誉。
为此，我国高校必须
在建立、完善现代大
学制度过程中，完善
导师制。

（作者为 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长像很萌，全身宝贝

全身金黄，有鳍有尾巴，全长4.5米左右，活像一条放大
版的热带鱼。很多人一看到“潜龙二号”的模样，都会情不自
禁地说：“好萌呀！”

“这真是殊途同归。”作为总设计师的刘健总是笑着解
释，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出于作业需求，但随着设计的不断改
善与精细化，潜器造型也越来越像鱼，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
然的神奇，进化后的生物所拥有的功能与人类科学家经过
反复论证和计算后的结果是如此相似。

一般来说，为了减少阻力，自主式潜水器大多设计成回
转体式，像鱼雷艇一样。“潜龙二号”的“大哥”“潜龙一号”就
是这样。不过，这种造型主要适用于平坦的海底，如果遇到
像印度洋海底这种凹凸不平的地形，就需要把潜器的外表
做得扁扁的，以减少它垂直面的阻力，让潜器更容易回收。

这种造型还能让潜器具有很高的抗风浪能力，即使在
风大浪高的海面上，它也可以像不倒翁一样“站立”，不会

“翻肚皮”；而且，通过科学家们用遥控器遥控，它还能在海
面上简单地“游两圈”，向母船靠近。

作为一条科技含量颇高的人造“鱼”，“潜龙二号”可谓
全副武装，浑身宝贝。

首先，前后各配 1对“鱼鳍”，这是它的推进器。这两对
水平舵板就像鱼的鳍一样，确保潜器平衡，垂直的舵则像鱼
的背鳍，这是为了让它在水中更自由地航行。

其次，“鱼嘴”处安装了一个前视声呐，这让潜器能看到
前方的物体。左右的物体怎么看呢？用装在“鱼眼”部位的水
平槽道推进器，让潜器左右水平移动，再用“鱼嘴”处的前视
声呐看。它的这种“看”主要是获得海底地形地貌的连续数

据，再把数据还原成图像。当然，要真正读懂这些数据，需要
回到母船后，由技术人员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处理，以得到
精细的图像。

再次，1米长的“尾巴”上安装了海底探测磁力仪。我国
科学家打破国外技术封锁，自主研制出这个“宝贝”。用它就
能知道扫过的地区有没有不活动的热液硫化物矿，有多少，
三维结构如何等。更独特的是，它的探测数据不受“潜龙二
号”配备的下沉压载铁、上浮压载铁、电池舱和电子舱等磁
性物质的磁干扰，还可以搭载在“蛟龙号”等其他潜器上。

到海底“游历”一趟，怎么着也得拍点照片。“潜龙二号”
配有一台像素分辨率达 3648×2736 的照相机。由于海底
伸手不见五指，相机还配备了闪光灯，可以每隔7秒钟拍摄
一张照片。“潜龙二号”副总设计师赵宏宇介绍说，每张照片
都会与前后照片有20%的重合，以保证拍摄的“无缝”衔接，
最终经过处理，可以形成一张完整清晰的海底图片。

“潜龙二号”身上的各种环境传感器是它的“耳朵”，一
系列智能算法是它的“大脑”。此外，它还“带”了一些小物
件。比如布放回收时用的牵引环、起吊钩，与母船联络的声
通讯机、确定海底位置的长基线信标和频闪灯、天线等。

无动力潜浮，全自动航行

一般来说，一个潜器的工作流程分为布放—探测—回
收。作为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自主水下机器人，

“潜龙二号”的智能化水平非常高，这让它的“海底遨游之
旅”变得更自由。

第一步是入水。当然，这需要人力来完成。操作人员通

过吊车把它放到水中，解除吊车和潜器之间的联系后，它
就开始自己往指定区域下潜。如何下潜呢？一方面，潜器
自身有重力；另一方面，它配有一块重约 25 公斤的下沉
压载铁。依靠它，潜器下潜的速度可达每分钟 40 米，极
大节约了能源。

第二步是“遨游”。这要依靠它的“鱼鳍”和“鱼眼”处的
推进器。依靠它们，“潜龙二号”可以垂直升降，前进、后退，
还能旋转。当然，推进器的动力来源要靠电池。专家介绍说，

“潜龙二号”配有可运行 30小时左右的一次性电池组和运
行 10小时的可充电式电池组。此次西南印度洋海底探宝，
它首次整整用完了30小时的电池。

在遨游过程中，“潜龙二号”会用它身上带的测深声呐、
海底照相机、热液异常探测系统等宝贝，对着事先规划好的
区域进行拍摄或扫描。

当然，旅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遇到复杂的地形地
貌，“潜龙二号”会主动避险。这靠的是它“鱼嘴”处的前
视声呐。控制软件负责人徐春晖说，这是一种成像声呐，
就是把采集的数据转换为图像，以此来识别障碍和周围环
境，采取避碰策略。解除危机后，“潜龙二号”会自动回
到原先规划的线路继续航行。

那么，途中遇到一些磕磕碰碰，某个地方碰坏了怎么
办呢？“潜龙二号”还会自己“看病”——通过集成的大
量传感器和执行机构，对损坏程度进行自我检测，并根据
故障的等级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如果坏的地方影响任
务，潜器就会自动结束作业上浮回来；如果故障轻微，不
妨碍作业，则可暂时带“病”工作。

第三步是上浮。任务完成后，“潜龙二号”会自动抛
掉一块重约 23 公斤的上浮压载铁，让潜器重量小于海水
浮力，以每分钟 40米的速度上浮。

第四步是回收。当“潜龙二号”上
浮至海面后，它搭载的定位系统会自
动将位置发送给母船。操作人员可以
用遥控器控制推进器，让它慢慢“游”
到母船周围，再通过挂钩或抛绳回收
到母船上。至此，“潜龙二号”的一次

“海底遨游之旅”就算是完成了。

对海底“黑烟囱”最感兴趣

那么，“潜龙二号”勘探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是海
底一种被称为“黑烟囱”的多金属硫
化物。

海底“黑烟囱”是一种形象的说
法，它其实是指海底富含硫化物的高
温热液活动区，因为热液喷出时像一
股股“黑烟”而得名。研究表明，这
些“黑烟囱”是新大洋地壳形成时产
生的，是板块运动和海底扩张的结

果。这些硫化物富含铜、锌、铅、金和银等金属元素，是
一种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海底矿产。此外，在热液循环过
程中，地球深部的大量信息被带到海底，这也为人类认识
地球结构和演化、海洋环境变化、生命起源等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窗口。据估算，全球海底多金属硫化物总含量达到
10亿吨，铜和锌含量约3亿吨。

自 2007年中国大洋第 19航次我国在西南印度洋发现
第一个热液区——龙旗热液区以来，我国陆续在印度洋、
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发现了 30 多个热液区，并获取了一系
列地质、生物样品。

2011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相继核准了中国关于西南印
度洋脊的硫化物矿区申请，这是一个相当于天津市大小的
1万平方公里区域，在“潜龙二号”之前，已经有我国首
艘现代化的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载人水
下机器人“蛟龙号”等光顾过。其中，“蛟龙号”在龙旗
热液区采集到大量热液区生物，包括贻贝、螺、茗荷和多
个多毛类动物。

“潜龙二号”的此次航行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该区
域内海底断桥、龙旗热液区的近海底精细三维地形地貌数
据和磁力数据，同时获得和发现了多处热液异常点。它还
拍了300 多张这个地区海底山脉 （洋中脊） 近海底高分辨
率照片，包含硫化物、玄武岩、贝壳及鱼虾生物等，这是
我国无人无缆潜水器 （AUV） 的第一次。

接下来，“潜龙二号”将踏上大洋第 40 航次的旅程，
开展第二、三阶段的海试。可以相信，随着“潜龙二号”
探测技术的不断完善，它必将走出印度洋，向更广阔的大
洋迈进，为我们探测出更多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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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潜龙潜龙””深海探宝深海探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

上周的一个下午，西南印度洋蔚
蓝色的海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与
美丽。随着“噗”的一声脆响，一条
黄色的大“鱼”冒出海面。不远处的

“向阳红10”科考船甲板上，苦等了
30 个小时的我国科学家欢呼雀跃。
随后，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拉回船
上。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它的全

名叫4500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
统“潜龙二号”，这是我国首台自主
研发的 4500 米级自主水下机器人。
这些天，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与我国
签订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
——西南印度洋一片热液区的海
底，它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首次
坚持了整整 30 个小时的全航程探
测，首次探测了海底山脉 （即洋中

脊） 热液区，并获得了精细的三维
地形地貌数据和 300 多张高分辨率
连续照片……实现了中国深海科考
的多个“首次”。

别看它名字带着“龙”，长得却
酷似美国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里
萌萌的小丑鱼尼莫 （NEMO）。那么，
它为啥长成这样？身怀哪些绝技？在
海底又如何工作呢？

参试团队与潜龙二号合影参试团队与潜龙二号合影

潜龙二号母船向阳红潜龙二号母船向阳红1010号号

潜得深，游得快，大量信息带回来

坐落在重庆市巫山县骡坪镇的苏家村
小学，是一所位于海拔 1000 余米山区的

“微小学”。学校里只有 1 位老师和 4 名学
生。2 月 24 日是学校开学的日子，现年 52
岁的陶朝雷老师带着1名三年级学生和3名
学前班的孩子开始了新的学期。

王忠虎摄 （新华社发）

山区“微小学”迎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