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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很过瘾地玩了一把潜水。 

这位爱好挑战性活动的俄罗斯总理，8月 1日穿着蓝色保温服潜入贝加尔湖水面以下

1400米，以接触湖底的新能源“可燃冰”。 

4个多小时后，他面色苍白地浮出水面，先赞叹湖底的壮观，接着便抨击起这个世界最

深淡水湖的受污染程度。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画面上的这一切。作为专业人

士，他注意到，普京这次湖底之行，乘坐的并非中国媒体众口一词所说的“潜艇”，而是大

名鼎鼎的深海之王——“和平 1号”深潜器。 

汪品先还记得，这不是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玩深潜器——2007 年在北冰洋海底插上俄

罗斯国旗的也是这艘“和平 1号”，当时的领队是俄罗斯最高杜马副主席的奇林加罗夫。 

俄罗斯“和平 1号”的风头长期盖过低调的日本深潜器，在亚洲公众视野里长期独领

风骚，不过这一局面，连同中国公众对深潜器的陌生，可能很快会被打破。 

8月 6日，一位接近国家海洋局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国也在自行研制深潜器。 

这将是今年 6月底中国首个海底观测组网在东海正式运行之后，中国向深海迈进的又

一大步。 

“各国对深潜器等深海探测技术的重视，瞄准的是海底资源的争夺。”中国社科院边

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 

水下 1万米：真正的“海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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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2月 3日，浙江大学的陈鹰教授参加了美国载人深潜器“阿尔文号”的下潜，

到达海底 2500米处进行海底火山的实地考察。 

对于纯中国背景的学者来说，这是第一次，而对于这个著名的深潜器来说，这已是第

3768次下潜。 

2004年 1月，一封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电子邮件又让陈鹰兴奋不已——“各位老

师，丁抗和杨灿军正在美国大西洋号考察船上。他们中的一位将携带由浙江大学和明尼苏达

大学共同研制的深海原位探测装置，乘坐阿尔文深潜器下潜到太平洋底。” 

对于每一位海洋研究者来说，与深潜器的接触都像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928年，美国人奥蒂斯·巴顿发明并建造了第一艘球形深海探测装置。这个通体用钢

铁建造的“钢球”，可以从一艘水面船舶上通过连接的电缆下潜到海面之下。1930年，巴

顿和另一名博物学家威廉·彼博乘坐它下潜到距海面 245米深度。两年后，两人又下潜到了

923 米——这一纪录直到 15 年后才被打破。 

与外界习惯把潜水艇当作横行深海的“海底王”的印象不同，从下潜的深度来看，深

潜器才是深海探测孤独的领跑者。 

“潜水艇主要在海下二三百米以内活动，而深潜器 1960 年就下潜到了 10916米，是地

球上最深的纪录，但(当时的深潜器)只能直上直下”，汪品先说，深潜器分载人、不载人两

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国将发展重点锁定于载人深潜器。 

“深海技术被认为是与航天技术、核能利用技术并列的高新领域，而载人深潜器则被

认为是海洋开发和海洋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贾宇解

释说。 

过去这个制高点由不超过 5个国家占据——在中国的深潜器之前，世界上有 5台载人

深潜器，分别是美国的“阿尔文号”、日本的“深海 6500 号”、俄罗斯的“和平号”与“密

斯特号”，还有法国曾参与今年法航失事调查的“鹦鹉螺号”。 



2007年，设计深度 7000米的中国深潜器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 702 研究所研制成功。

这意味着中国的海洋研究者将可以乘坐自己的深潜器，而无需像以前那样，几乎所有的深海

经历都要通过“阿尔文号”来实现。 

“智商低了一半”：刻骨铭心的海底之恋 

乘坐深潜器下潜过 17次的明尼苏达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高级研究员丁抗，是迄今为

止全球深潜器经历最丰富的中国人。一位贝尔实验室天体物理学家曾对丁抗讲起自己的感

受：“下潜后，发现智商低了一半。”等到丁抗 11年前第一次下潜时，他发现这话一点不

夸张：不能穿鞋，不敢喝水以免内急，不能扎皮带以免皮带上的金属扣损伤潜器舱盖上的密

封圈，三个人挤在直径 2米的载人舱内席地而坐。为防火和节电，深潜器舱内二氧化碳维持

在一个相当高的浓度，“有点慢性二氧化碳中毒的感觉。” 

但这阻碍不了丁抗回忆中诗意的美，“透过舷窗看海底，感觉完全是一片漆黑，水母

等浮游生物游过时发出的蓝光，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往下到了千米以下时，再无任何波浪，

宇宙一片宁静。” 

就在这宁静的海底，各国的深海争夺战正喧嚣不已。 

这场旨在争夺海洋资源的深潜器之战，开始之早远超外界想像。生于 1858年的美国老

罗斯福总统，就参加过深潜器设计。日本天皇裕仁 1975年访美时，曾专程参观美国 WdsHl

海洋研究所以了解深潜技术；1987年，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还钻进了 Alvn号深潜器中。 

各国首脑的青睐，背后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想象空间。1982 年确定的这一公约，肯

定了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沿海国对大陆架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规定大陆架在 200海里以

外还可以延伸。今年 5月 13日之前，几十个沿海国家又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 

“先是太平洋海底的多金属结核，后是海山上的钴结壳，现在又是金属硫化物矿床”，

汪品先认为，随着各国海洋研究的深入，对海洋的争夺重点从海面转向海底。 

这也使得对深海技术的投入在将来可能赢取难以估量的回报，为此的资金倾斜也越来

越慷慨。一位熟悉国外动态的学者告诉记者，美国接替“阿尔文号”的深潜器，2004年立

项时预算 2200万美元，现在已超过 5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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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者中国：低调出场的“水下神舟” 

各国重金投入的同时，中国在深潜器研制上则保持低调和谨慎。 

被誉为“水下神舟飞船”的大深度载人深潜器，由科技部在“十五”期间立项研制。

根据上海媒体的描述，去年 12月在同济大学深海馆展出的深潜器样机模型，外形“如一条

可爱的胖鱼”，前端装有两只机械手，“鱼肚子”里能乘搭 3人，从海面下潜至 7000米深

度要花 5小时。由于可承受 710吨压力，理论上它可到达全球 99.8%的洋底。 

第 702研究所副所长崔维成等 7位学者 2008年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透露，中国深潜器

正进行水池试验，之后即可进行海上试验。 

一些知情人士认为，在中国深潜器取得进一步成功之前，低调是难免的。 

“10年前三菱重工给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开发的深潜器，很多技术就已经很先进。

我们的深潜器，其实有些关键部件还是要到国外加工，比如钛合金载人球壳要到俄罗斯去

做。”一位知情人士评价道。 

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圣坤在去年底的一次论坛上指出，目前制约我国深海发

展的最大瓶颈是重型装备，例如深潜器大部分零件仍需要进口，而国外的深潜器已遍及各大

海洋，万米深潜器也在研发之中，而且是只做不卖。 

在汪品先看来，深潜器只是建立深海探测全面竞争力的一个部分。他认为，直接的深

海探测从手段上讲分为三个层次，而我国在技术上要做相应的升级。 

第一个层次的升级是需要从海底取样升级到大洋钻探。第二个层次是用运载工具探测

海底，我国载人深潜器未来仍需要很多相应的技术升级。第三个层次是建立深海海底观测网。 

张圣坤则把深海技术的升级看作是产业机会。根据今年 5月披露的《关于加快推进上

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上海的海洋工程装备总产值到 2012年计划要达到 1500

亿元。 

技术较量的背后，是人才的比拼。 



“目前人才还是很缺乏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 702研究所的一位内部人士说，“我

们去年招船舶舾装专业主管设计师，只要你能胜任，就凭无锡市购房合同就能帮你弄 10万

块钱的免息公积金贷款，硕士学历免息公积金贷款额度再加 5万。这都还不算非常高级的人

才。” 

深海探测的人才培养如同金字塔，汪品先相信，广阔的塔基才能有利于催化出塔尖上

的高级人才。一个月之前他在西雅图逛“科幻博物馆”，发现人头攒动，“就如中国人迷恋

武侠小说那样，美国的白领正迷恋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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