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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眼睛“会说
话”的比喻，但近来科技的发展，确实可
以让人动动眼睛就能在电脑上输入语句。
记者日前就在西班牙一家科技创新企业体
验了这种眼控技术。

在西班牙北部中世纪古城圣塞巴斯蒂安
的新科技园区，记者来到了研究眼控技术的艾
瑞斯邦德公司。该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爱
德华多介绍，他们的系统基于远红外技术。

目前科技界在眼球追踪等眼控技术方
面有多种方案，比如可以单纯拍摄和记录
眼球及周边变化，也可以主动投射红外光
束以更精确地进行分析。红外眼球跟踪器
的工作原理是，向用户发出不可见的红外
光，然后用相机拍摄并分析用户眼睛反射
光的变化情况，从而推断出用户眼球的运
动情况以及视线在哪里。

记者体验的这个技术系统的硬件是一
个长方形的小型设备，它可以插在普通电
脑上，经过几分钟调试就可以使用了。在
眼前的电脑屏幕上会显示一个键盘，可以
用眨眼睛或盯住等方式在键盘上确认字
母，一般在 0.2 秒至 0.3 秒就可选定一个字
母。如想上网浏览，选好关键词后，对回

车键眨眼确认即可。
这类技术可以帮助说话和行动有障碍

的人与外界交流，甚至上网、学习和工
作。爱德华多说，西班牙导演阿梅纳瓦尔
2004年拍摄的电影 《深海长眠》 让许多人
印象深刻，这部电影基于真实故事，主人
公拉蒙·桑佩德罗在床上瘫痪了 30 年，一
直希望安乐死。但现在有了眼控技术，像
他这样眼睛依然可以转动的残疾人就可以
通过电脑与他人交流并进行其他活动，生
活也就有了希望。

爱德华多说，他们开发出的眼动控制
技术系统目前只能在电脑上使用，适用于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技术系统预计今年底开
发完成。该公司已在西班牙、瑞典、德
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推广了这项技
术，今后还计划在阿根廷、智利、哥伦比
亚和巴西继续推广。

圣塞巴斯蒂安虽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
城，但非常重视科研创新。最近5年，该市科
技园区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的1000余名科
学家前来交流学习。该市副市长加斯科向记者
介绍，圣塞巴斯蒂安2015年科技投入占市生产
总值2.37％，高于欧洲2.1％的平均水平。

特殊推进方式造就超长续航能力

圆筒状修长的身体，前部长着一对翅膀，头呈圆弧
状，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尾巴。海翼号外表看起来虽然
结构简单，其貌不扬，但是却有不靠螺旋桨自我驱动的
绝活儿。据研制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主
任俞建成介绍，海翼号作为一种新型水下无人潜航器，
无需螺旋桨等推进装置，运用活塞原理改变自身浮力，
实现在海中移动。

具体来说，海翼号装配有一个类似于鱼鳔的油囊和
可以前后移动的电池。要下潜时，其“鱼鳔”缩小，减
小浮力，同时电池自动前移，其头部就下潜，“翅膀”会

产生向前的推力，这样海翼号就有了
水平方向速度。要上浮时，“鱼鳔”
鼓起，浮力增大，电池自动后移，它
就会抬起头向上滑行。在不断的下潜
上浮过程中实现折线前进，就像海豚
一样在大海保持航向不断前行。就这
样，海翼号在水下沿着“W”形运动
轨迹前进。这种驱动方式只需要在调
节电池位置和“鱼鳔”的时候耗费少
许电能，这也造就了其超长的续航能
力。

不仅要潜得深而且要测得好

海翼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系列水下滑翔机的统称，
按照不同工作深度和承担的不同任务，分为 300 米级、
1000米级和7000米级等多种类型。

随着深度增加，水下滑翔机承受的压力也增大。因
此，像 7000米级这种大深度水下滑翔机必须使用特殊抗
压材质，才能一方面减轻其自重，为携带电池留出足够
空间，以保障其工作时间和距离，另一方面又能保障其
安全对抗超大水压。实际上，海翼号 7000米级滑翔机外
壳就由一种轻质碳纤维材料制作而成，不仅保障了自身
安全，而且减轻了滑翔机的体重，为携带充足的电池量
提供了条件，保证了滑翔机潜得更深、跑得更远。

海翼号水下滑翔机作为大洋科考装备，还要为搭载
传感器进行大洋科考留出足够空间。一般情况下，它下
水作业时携带的传感器可以测得海水的温度、盐度、浊
度、叶绿素、含氧量等信息，再通过尾部的天线将收集
到的数据传给卫星。俞建成表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卫
星通信实现对水下滑翔机的远程控制和实时数据获取；
还可以根据需要，实现多台水下滑翔机协同观测作业，
为海洋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

一步一脚印挺进世界新深度

像载人潜器蛟龙号等一样，中国的海翼号和水下滑
翔机技术都是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晶。14 年前，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始开展与水下滑翔机相
关的基础研究工作。经过约两年攻关，科研团队实现了
滑翔机运动与驱动机理、模块化结构、低阻外形优化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

从 2007 年开始，在国家 863 计划的支持下，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展了水下滑翔机工程样机的研
制工作，2008 年研制成功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水下滑翔
机工程样机，其身长 2米，直径 0.22米，翼展 1.2米，重
约65公斤，最大下潜深度1200米。

2009年完成了3次水下滑翔机海上试验，取得了大量
有价值的试验数据，积累了丰富的水下滑翔机海上作业
经验。2011 年，以“科学一号”科考船为母船，在西太

平洋成功进行了水下滑翔机的海上试验，获取了十分宝
贵的科学数据。

2012 年 7 月，海翼号在南海东沙群岛附近海域又成
功进行了海试，进一步验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积累了宝贵的水下滑翔机在复杂海流环境下的作业经
验。2014 年 9 月，水下滑翔机长航程试验完成，总航程超
过 1020 公里，持续 30 天，创下中国深海滑翔机海上作业
航程最远、作业时间最长纪录。

2015 年开始，海翼号交付用户，成为海洋科学家进
行海洋观测的一种重要手段，先后在东海、南海和西太
平洋等海域完成了多次海上观测应用，分别对黑潮主
轴、中尺度涡、南海西边界流等重要海洋动力过程进行
观测。同时，海翼号海试工作同步进行。

2016 年 7 月，海翼号 7000 米水下滑翔机在中国第一
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即“探索一号”船 TS01-01 航次
中成功试验与应用，下潜深度两次突破 5000米，最大下
潜深度达到5751米，成为我国首台下潜深度超过5000米
的水下滑翔机。

今年3月，海翼号水下滑翔机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
深渊，完成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下潜
深度达到 6329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
界纪录。实验过程中，海翼号状态良好，显示出在复杂
海流及恶劣海况下良好的航向保持和数据交互能力。这
次试验的结果将有助于对海翼号进行更大下潜深度的提
升和改进。

3 月 25 日，经过连续 590 天
奋战，在位于韩国西南海面上，
上海打捞局成功实施“钢梁托
底”整体起浮技术，于44米深海
下，让沉没近 3 年的韩国“世越
号”重见天日，表明中国救捞技
术和实力真正处于世界领先。

“世越号”打捞最大的难点
是尽可能保护好 9 具遇难者遗
体、维持沉船左倾90度下沉的原
始状态以及不破坏船体结构。

2015 年 7 月，在包括荷兰斯
密特打捞公司、美国泰坦海洋打
捞公司等知名公司参与的招标

中，上海打捞局以整体实力和
“钢梁托底”的人性化打捞方案
一举中标，随后与韩方签署打捞
合同，并于同年 8 月 12 日赴韩实
施“世越号”打捞任务。

据项目总工程师陈世海介
绍，“钢梁托底”方案就是通过
金 属 钢 梁 结 构 ， 穿 过 沉 船 船
底，托住沉船船体；用打捞钢
丝连接水面的特制钢架；通过
起重船把船体抬升并移到安全
海域；再把船体放置在半潜驳
上进行排水等作业；最后把船
体运送到指定区域，完成打捞
任务。

在历时 590 天的作业中，上
海打捞局项目团队战胜了水流湍
急、海底水深等恶劣环境，克服
了船底有坚硬岩石的巨大困难，
通过对设备的发明改进，对技术
的不断创新，先后成功完成对沉
船打捞首阶段的沉船预调查、防
流失安全网安装、油舱抽油、船

艏抬吊、托底钢梁穿引等作业内
容。

项目经理蒋岩介绍，“世越
号”沉船整体起浮采用驳船抬浮
方式完成，包括抬浮提升出水、
拖航移位、移放半潜驳和整体起
浮出水4个作业环节。

“ 世 越 号 ” 打 捞 历 时 一 年
半。上海打捞局共投入作业船舶
3000余艘次，施工作业人员 2170
人次。其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潜
水作业已累计完成逾6000人次，
水下作业总时间近 1.3 万小时，
工程时间之长、任务之艰巨，为
世界打捞史上罕见。

韩国“世越号”渡轮船长
145 米，宽 22 米，型深 14 米。空
船重量 6113 吨，载重量 3794 吨，
排 水 量 9907 吨 。 2014 年 4 月 ，

“世越号”在全罗南道珍岛郡附
近 水 域 沉 没 ， 共 导 致 295 人 遇
难，9人下落不明。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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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保淑

日前，地球上最深的地方、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见证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中国深
海滑翔机海翼号完成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深度达到6329米，大大超过美国水下
滑翔机曾创造的最大下潜深度6003米的世界纪录。这标志着中国大洋科考装备能力实现新跨越。

“眼控”电脑联通世界
新华社记者 冯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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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山语城校区举行以“缤纷三月三，悠悠壮乡情”为主题的民俗风情进校园活动。对山
歌、抛绣球、三人板鞋等壮乡民俗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图为身着民族服装的老师和孩子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山语城校区抛绣
球。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中国技术助力“世越号”打捞

中国首个智慧物流指数出炉

海翼号及其研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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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出水的“世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