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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斗一号”探索万米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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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秀惊艳完美收官

身长 3.8米，鲜红明黄的鱼形
外壳颜色靓丽，搭载着全海深电
动机械手、高清摄像机……游弋
于碧海间，“海斗一号”灵动矫健。

“ 海 斗 一 号 ” 是 由 科 技 部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
项支持，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联合国内十余家优势单
位共同研制的我国首台作业型全
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

自 2016 年 7 月项目启动后，
“海斗一号”历经两年半的关键
技术攻关与测试验证，完成了实
验室总装联调、水池试验、千岛
湖湖试和4500米阶段性海试等过
程。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
下，科考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于 4
月23日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赴
马里亚纳海沟执行TS-17深渊科
考航次任务。

5月 9日，在超 4级海况下，
“海斗一号”迎来了万米“首
秀”，在深度为10884米海底完美
软着陆，完成了高清视频探测深
渊海底及底栖生物，实现了机械
手触发采集万米海底水样、机械
手抓取插管进行海底沉积物取样
等全部作业内容，遥控抛载上
浮，安全回收。

5 月 26 日，“海斗一号”第
四次奔向万米海底，在挑战者深
渊 10863米的北坡区域着底，高
清摄像观测到周边类似岩石状的
海底凸起。利用机械手，完成了
采水样、布放标志物、沉积物取
样和岩石状物体的抓取，完成作
业任务后安全上浮回收，此次万
米海试和应用完美收官。

66月月88日日，，我国首台作业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我国首台作业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
器器““海斗一号海斗一号””载誉归来载誉归来。“。“海斗一号海斗一号””此次在马里亚此次在马里亚
纳海沟成功完成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纳海沟成功完成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
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标志着标志着
我国无人潜水器技术跨入可覆盖全海深探测与作业我国无人潜水器技术跨入可覆盖全海深探测与作业
的新时代的新时代。。

本次科考任务中，“海斗
一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实现
了4次万米下潜，创造了我国
潜水器领域多项第一。

“海斗一号”在国内首次
利用全海深高精度声学定位
技术和机载多传感器信息融
合方法，完成了对马里亚纳
海沟“挑战者深渊”最深区
域的巡航探测与高精度深度
测量，获取了完整的全海深
剖面与深渊海底的温盐深、
深度剖面洋流变化等数据，

为研究深渊水团特性的空间
变化规律、深渊底层洋流结构
等，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

“海斗一号”利用其搭载
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海深机械手，完成多次万米
深渊坐底作业，在国际上首次
利用七功能电动机械手完成
了深渊海底样品抓取、沉积物
取样、标志物布放、水样采集
等科考作业，获得深渊专属性
物理、化学、地质及生物数据。

同时，“海斗一号”利用搭

载的高清摄像系统，获取了不
同作业点的深渊海底地质环
境、深渊底栖生物运动、海沟
典型地质环境变化等影像资
料，为我国深入研究和探索
深渊地质环境特点和生物演
化机制提供了宝贵素材。

“海斗一号”的研制成
功，是我国海洋技术装备领
域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
国无人潜水器技术跨入了一
个可覆盖全海深探测与作业
的新时代。 据《江苏科技报》

最早的深海生物科考是
1818 年英国在北极海域 1464
米处采集到1种棘皮动物。

开启现代科学海洋考察
的是1872~1876年“挑战者号”
科考船远征。“挑战者”号航行
近 7 万海里，共进行了 492 次
深海探通、133 次海底挖掘、
151 次开阔水域拖网和 263 次
连续水温观测，并发现约4700
种新的海洋生物。“挑战者”号
远征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真正
海洋巡航的科学考察。

20世纪20年代，人类开始
研制现代潜水器，向海洋更深
处发起挑战。1934年，美国潜
水器潜入 914 米深度，是人类
第一次深海生物观察。

20 世纪 60 年代，以美国
“阿尔文”号为代表的第二代
潜水器得到发展。“阿尔文”号
下潜深度3658米，它曾在地中
海850米深海底找到一颗遗失
的氢弹，也成功地探索了沉睡
多年的“泰坦尼克”号，是世界
上潜水次数最多的潜水器。

2012年12月，我国“蛟龙”
号搭载3名潜航员在马里亚纳
海沟下潜到7062米，创下同类
型载人潜水器最大潜深纪录。

大洋钻探计划始于 1966
年。海底热泉则在 1977 年由
约翰·科里斯和罗伯·巴拉德
搭乘“阿尔文”号发现。20 世
纪70年代，科学家将大型电脑
应用于海洋科考，对海洋条件
进行数值计算，同时广泛地设
置海洋浮标，以取得更完整的
观测资料。 晚综

人类从未停止对海洋的探索

6月13日下午，一辆液化石油气槽罐车
在温岭市大溪镇良山村附近的高速公路上
发生爆炸，造成巨大损失。

液化石油气与通常所说的液化天然气
有何区别？为什么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
会引发如此大的危害？

液化石油气与液化天然气均属
易燃易爆危险品

液化石油气是丙烷和丁烷的混合物，
并伴有少量的丙烯和丁烯等。通常会加入
一种强烈的气味剂乙硫醇，这样一来，石
油气泄漏会很容易被发觉。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液化
天然气是天然气经压缩、冷却至其凝点，
即零下160℃左右后变成液体，使用时再重
新气化。在压缩、冷却过程中，已将硫、
二氧化碳、水分等杂质去除。因此，在重
新气化燃烧时，排放出的污染气体要比液
化石油气、柴油、重油等少50%以上。

专家表示，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一样，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具体
来看，液化石油气的风险更高。首先，液
化石油气的热值比液化天然气高出近 3
倍 。 前 者 的 着 火 点 为 460℃ ， 后 者 为
650℃。从运输情况看，液化石油气是常温
运输，液化天然气一般是低温运输，罐体
内温度在零下160℃左右，一旦泄漏，刚开
始主要是冻伤危险。液化天然气泄漏后，
需要从环境中不断吸收热量，然后气化形
成易燃易爆的混合气体。可以说，从泄漏
到爆炸，会有一个更长的缓冲时间。

1公斤液化石油气燃烧热量相当
于10公斤TNT炸药威力

一辆装载量为 20吨的液化石油气槽罐
车，爆炸时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危害？

数据显示，1公斤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
的热量约等于10公斤TNT炸药的威力。

装载液化石油气的槽罐车是封闭的罐
体，上部有安全阀。罐体有效容积一般在
50~60立方米之间，满载系数约为90%。

专家分析：事故车辆进入匝道时速度过
快，车辆失控，阀门箱遭受侧撞，液化气泄
漏，引起后方两车起火，槽罐车也开始起
火。槽罐车共发生2次爆炸，第一次是罐体
受高温烘烤造成罐内油品急剧气化，压力急
剧上升，引起物理爆炸；第二次是罐体爆破
后，泄漏的液化石油气遇到空气，发生的化
学爆炸。专家推测，由于液化石油气泄漏量
过大，燃烧时迅速达到爆炸极限，爆炸产生
的冲击波把罐体冲到厂房之外，罐体从空中
坠落，再次引发燃烧。 据《科技日报》

液化石油气比液化天然气风险更高

近日，武汉大学工业科学
研究院薛龙建教授课题组研制
出一种可精准控制方向和速
度、综合性能极佳的迷你软体
机器人，预期可在废墟狭缝、
生物体内完成各种复杂作业。

科研人员尝试在机器人上
引入仿壁虎脚趾刚毛的足部，
使之具有良好表面适应性，机
器人的步态借鉴了壁虎脚的取
向黏附能力和尺蠖前后足交替
运动模式，交替的开关光照驱
动它不断向前运动。 据新华社

我国研制出
迷你软体机器人

借鉴壁虎脚黏附性能和尺
蠖运动步态设计的软体机器人。

将摩擦纳米发电机技术应
用于农用纺织品中，利用降雨
时雨水的动能，就能够实现发
电。这是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
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平建峰研究
员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

南方地区经常暴雨成灾，
农用纺织品在大棚设施中最为
常见，它能够遮风挡雨，保护
农作物。科研人员将摩擦纳米
发电机依附在纱线上，织成智
能化农用纺织品。当雨水冲刷
这种纺织品时，会带来电子的
转移与流动，从而产生电流。
实验数据显示，在 9.5 牛顿的
连续力作用下，3厘米长的纱
线能产生7.7伏的电压。 晚综

雨中发电的农用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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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加拿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
究称，仅有 1%的人能够“随心
所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
且体重不会增加，该人群体内
存在一种“瘦身基因”。

科学家分析了数千位测试
者的基因图谱，发现大约有
1%的人缺少一种叫作“ALK”的
基因。这些人天生就比较瘦，
科学家猜测ALK基因可能与他
们的偏瘦体型有关。

研究者称，关闭ALK基因
未来将成为人类肥胖症的基础
疗法。 据《北京日报》

神秘“致瘦基因”
仅1%的人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