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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及越南通
訊社報道，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邀請，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於18日
至20日來華國事訪問。18日傍晚，蘇林抵達北
京。抵京前，蘇林一行訪問了廣州。
18日上午，蘇林抵達廣州，開始訪華行程。
在廣州期間，蘇林計劃尋訪胡志明主席在中國
開展革命活動的紅色足跡，並將同中越友好人
士交流互動。
官方資料顯示，蘇林生於1957年7月。2024

年5月任越南國家主席，8月當選越共中央總書
記，並繼續擔任國家主席。此係蘇林首次來華
國事訪問。
據越南媒體消息，18日上午，蘇林和夫人率

越南高級代表團離開河內，開始對中國的國事
訪問，此行陪同蘇林出訪的有越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
員會主席杜文戰，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
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黎明興等。
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蘇林訪華答記者

問時指出，當前，中越雙方正在加緊落實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底歷史性訪
越成果，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
實現良好開局。蘇林總書記就任後將中國作為
出訪的首個國家，充分體現對發展中越兩黨兩
國關係的高度重視。

中國成越入境遊第一大客源國
中國駐越南使館公使王群此前在河內舉行的

旅遊推介會上強調，加強旅遊交流合作是促進

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越南國家旅遊局副
局長也在此次活動中表示，越方致力於繼續推
動與中國的合作和文化旅遊交流，並願為兩國
人民的旅遊和商務活動創造有利條件。
國際旅遊網站預訂數據顯示，2024年夏季，中
國遊客將越南列為亞洲首選旅遊目的地。據越南
國家旅遊局統計，2024年前5月，越南接待國際
遊客140萬人次，其中，赴越中國遊客達35.7萬
人次，中國成為越南入境遊第一大客源國，未來
幾年訪問越南的中國遊客數量有望繼續增加。

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訪華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成果：變暖變濕變綠

「深海一號」大洋綜

合科考船載「蛟龍號」

7,000 米級載人潛水器

開啟為期 45 天的海上

調查。據新華社報道，正乘坐「深

海一號」船航行在西太平洋海域的

2024西太平洋國際航次科考隊，日

前在船上舉行第 64 期「深海大講

堂」，2024西太平洋國際航次境外

首席科學家、香港浸會大學教授邱

建文等科學家進行了分享。

邱建文此前透露，2024年西太平

洋國際航次是首次有外國科學家搭

乘「蛟龍號」開展深海科考，航次

的規劃由內地、香港及海外科學家

共同設計制定。期待通過該航次，

與各國科學家開展多學科和交叉學

科研究，共同解決深海生態保護問

題，構建美好的地球家園。

在 8 月 12 日進行的「深海大講

堂」中，中國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

研究所研究員張東聲帶領隊員了解

西北太平洋蛇尾生物分類與連通

性，邱建文則圍繞中國南海冷泉

區的物種組成、遺傳連通性和基

因組學進行分享。值得一起提的

是 ， 作 為 「 數 字 化 深 海 典 型 生

境」大科學計劃下的首個國際航

次，本航次搭載了 11 名境外科學

家，大講堂採用英文授課。

報道引述來自哥倫比亞的科考隊

員海梅．安德烈斯表示，其研究方

向是海洋生態保護，通過大講堂能

夠了解更多跨學科知識和不同領域

的最新研究進展，對各國科學家的

交流合作很有幫助。

2024西太平洋國際航次首席科學

家、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

許學偉表示，本航次匯聚了來自五

湖四海、不同學科的科考隊員，

「深海大講堂」為大家提供了交流

學習、分享經驗的平台，也讓隊員

們在航渡期間學有所獲，進一步為

下潛和後續科研工作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

「深海大講堂」港科學家開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二次青藏高原
綜合科學考察研究成果發布會18日在西藏召開。
來自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國氣象科學
研究院、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單位的科研專家
相聚拉薩，集中發布本次科考十大任務七年來的
重要成果。
科考發現，作為亞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正在變暖、
變濕、變綠。過去15年，青藏高原生態系統呈現整

體趨好態勢，其中優良等級草地和森林面積比例分
別提高了6%和12%；水源涵養、土壤保持和防風
固沙服務功能分別提升了1%、2%和70%，生態系
統服務功能逐漸提升。同時，青藏高原每年碳盈餘
超過6,500萬噸，也為全國實現碳中和作出了貢
獻。
青藏高原逐漸變綠的同時，因氣候暖濕化導致亞

洲水塔失衡，也帶來一些隱憂。科考發現，亞洲水

塔預計在本世紀將進入超暖濕階段，在本世紀末部
分地區冰川物質損失將超過一半，湖泊水體上漲超
過10米，亞洲水塔整體供水能力增強，需要實施更
有效的水資源可持續管理措施。

發現逾三千個新物種
據介紹，七年來，科考人員已發現超過3,000個

新物種，重新發現了一批被認為已經滅絕或多年未

見的物種。科考還提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類活動可
能出現在19萬年前，為人類活動適應青藏高原提供
了新證據。
自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啟動以來，圍繞亞洲水

塔變化與影響等課題，持續開展覆蓋青藏高原的全
域科考，將對推動青藏高原可持續發展、推動國家
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產生重要影
響。

「蛟龍號」大事記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是中國第一艘

深海載人潛水器，由中國自行設計、自

主集成研製，是目前世界上下潛能力最

深的作業型載人潛水器。「蛟龍號」當

前最大下潛深度7,062米，最大工作設

計深度為7,000米，工作範圍可覆蓋全

球99.8%的海洋區域。

「蛟龍號」順利交付之後，從 2009 年

至2012年，接連取得海試成功。

2009年8月

◆首次在長江江面完成下潛測試

2010年5月至7月

◆在中國南海3,000米級海上試驗中取

得巨大成功，共完成17次下潛

2011年8月

◆在位於東太平洋的三個試驗海區共完

成5次下潛作業，共有8人完成15人

次下潛，完成5,000米級海試後返航

2012年6月

◆抵達馬里亞納海溝，成功完成7,000

米級海試，標誌着中國在深海探索

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3年6月

◆開啟首個試驗性應用航次

2015年3月

◆國家深海基地啟用，「蛟龍號」正式

安家青島

2017年

◆「蛟龍號」實施維護升級，此外「蛟

龍號」新母船「深海一號」啟動建

設

2021年

◆進入業務化應用階段

2024年2月

◆首次在大西洋開展下潛作業的「蛟龍

號」，已在南大西洋完成23次下潛並

創造九天九潛的下潛新紀錄

2024年8月18日

◆在西太平洋海域順利完成航次首潛，

這是「蛟龍號」第300次下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8月18日，「蛟龍號」在西太平洋完成第300次下
潛，這是下潛中採集到的冷水珊瑚樣品。 新華社

◆8月18日，「蛟龍號」由絞車牽引至海面準備下潛。
新華社

◆ 8月18日，「蛟龍號」技術保障工程師蔣盛、修可順
進行下潛前的準備工作。 新華社

◆ 8月18日，「蛟龍號」第300次下潛完成，「蛙人」
將「蛟龍號」回收上船。 新華社

8月10日，由自然資源部中國大洋事務管理局組織、國家深海基地管
理中心實施的2024西太平洋國際航次科考隊從山東青島起航。

「深海一號」大洋綜合科考船載「蛟龍號」7,000米級載人潛水器開啟為
期45天的海上調查。經過約一周的海上航行，「深海一號」 於船時 18
日0時許（北京時間 17 日 22 時許）抵達西北太平洋海域的首個作業區。
據新華社報道，2024西太平洋國際航次首席科學家、國家深海基地管理
中心副主任許學偉介紹，18日的首次下潛是在西太平洋海域一座尚未正式
命名的海山進行，主要任務是觀察及拍攝海山山坡到山頂的海底生物分
布，採集生物、水體、地質樣品和環境參數數據，並全面測試潛水器的各
項功能。
據報道，作業區當日天氣晴朗。船時7時，「蛟龍號」準時入海，6個多小

時後，「蛟龍號」出海，完成下潛。這是自2009年8月3日首次下潛以來，
「蛟龍號」歷經海試、試驗性應用、業務化運行等階段，在太平洋、印度洋、
大西洋完成的300次下潛任務，已累計搭載900人次下潛。

帶回海山深海生物4K高清視頻
據介紹，「蛟龍號」此次下潛帶回了4K攝像機拍攝的高清視頻，以及通

過虹吸取樣器、生物網兜、微生物原位富集裝置等「三頭六臂」帶回的一
系列樣品。透過「蛟龍號」的「雙眼」，科研人員們看到絢爛多彩的深海
生物在海山山脊浮現。海葵、冷水珊瑚、海綿緩緩漂蕩，海星、海參、海
百合等時隱時現，共同組成神秘的「深海花園」。

下月23日停靠香港開展學術活動
許學偉表示，在首個作業區，「蛟龍號」將通過5次下潛，進行底棲生物

和水體環境調查，為研究該區域生物多樣性分布規律、連通性和環境梯度
變化提供樣品和數據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蛟龍號」即將迎來本航次首
位外籍科研人員下潛。來自哥倫比亞的科考隊員海梅 ·安德烈斯計劃於19
日隨潛航員傅文韜、趙晟婭下潛，他們將對海山山脊潛在生物開展調查，
並採集脆弱性代表物種、海底沉積物、岩石、底層海水等樣品。
依照計劃，在此後的30餘天，「蛟龍號」還將進行17次下潛作業，搭載

中外科學家前往深海探索，共同推動深海生物多樣性養護和可持續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蛟龍號」計劃在返航期間於9月23日至25日停靠香港，
其間將由香港科技大學統籌舉辦國際研討等一系列相關學術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西北太平洋海域傳回

捷報，中國自主設計、自主集成的首台7,000米級大深度載人潛

水器「蛟龍號」順利完成第300次下潛。在此次下潛任務中，航

次首席科學家許學偉以及潛航員齊海濱、張奕搭乘 「蛟龍號」，

對海山山坡到山頂的區域進行全面探索，他們不僅要觀察和拍攝

海底生物的分布情況，還要採集生物、水體、地質等各類樣品，

獲取詳盡的環境參數數據，並對潛水器的各項功能進行全面測

試。後續，「蛟龍號」還將迎來本航次首位外籍科研人員下潛。

累計搭載累計搭載900900人次人次 西太平洋科考將迎首位外籍科研人員下潛西太平洋科考將迎首位外籍科研人員下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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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月月1818日日，「，「蛟龍號蛟龍號」」在西太平在西太平
洋海域完成下潛出水洋海域完成下潛出水。。 新華社新華社

蛟
龍
號

300
潛

特稿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