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海奇遇記
科學家向港生揭秘

「這些年，我一直感念着一位香港老
科學家，他的高尚情操一直讓我非常感
動。」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總工程
師丁忠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起「蛟
龍號」剛完成海試時，一位香港耄耋之
年的老科學家馬上與中國載人深潛團隊
聯繫。「聽說國家把『蛟龍號』研發出
來後，他非常激動，多次寫信給我們，
向我們推薦他的取樣技術」，丁忠軍
說，隨後這位老人自費北上，到內地來
與「蛟龍號」團隊探討如何在「蛟龍
號」上使用上他的取樣技術。
丁忠軍表示，這位香港老人對祖國

科學發展的赤子之心，港人拳拳愛國
之心令「蛟龍號」團隊非常感動。他
也期待着，能夠與香港科學界進一步
加強聯繫，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丁忠軍還曾與邱建文教授等香港科
學家們多次共事。「香港科學家群
體，給我的印象是格外嚴謹，在科學
問題上一絲不苟，有着嚴謹執着的科
學家精神」。

「「這是內地這是內地、、香港與國外科香港與國外科

學家聯合開展的國際航次學家聯合開展的國際航次，，

其中香港科學家團隊完成了大量工作其中香港科學家團隊完成了大量工作。」。」

本月本月 1111 日日，「，「蛟龍號蛟龍號」」首個國際航次首個國際航次——

20242024 西太平洋國西太平洋國際航次科考在順利完成際航次科考在順利完成 1818

次下潛任務後返航次下潛任務後返航。。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副主任許學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副主任許學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國際航國際航

次的籌備工作從次的籌備工作從 20232023 年下半年開始年下半年開始，，香港香港

科技大學錢培元教授和他的團隊在其中做了科技大學錢培元教授和他的團隊在其中做了

大量工作大量工作，，包括聯絡國際同行包括聯絡國際同行，，組織和主持組織和主持

三次國際研討三次國際研討會等會等。。20242024 年聯合國年聯合國「「海洋海洋

十年十年」」大會上大會上，，錢培元教授團隊對錢培元教授團隊對「「蛟龍蛟龍

號號」」國際航次進行專題宣傳國際航次進行專題宣傳，，中外科學家中外科學家

就航次科學目標就航次科學目標、、工作任務工作任務、、參航人員等參航人員等

充分溝通充分溝通，，最終組建了參航團隊最終組建了參航團隊。。

見證作業團隊進步見證作業團隊進步
「「蛟龍號蛟龍號」」首個國際航次首個國際航次，，也是聯合國也是聯合國

「「海洋十年海洋十年」」大科學計劃大科學計劃「「數字化深海典型數字化深海典型

生境生境」」下的首個國際航次下的首個國際航次。。許學偉介紹許學偉介紹，，有有

三名來自香港的科學家在本航次中搭乘三名來自香港的科學家在本航次中搭乘「「蛟蛟

龍號龍號」」下潛下潛，，研究專業領域涉及到海洋生物研究專業領域涉及到海洋生物

和海洋化學和海洋化學。。香港浸會大學的邱建文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的邱建文教授，，

也是本航次的聯合首席科學家也是本航次的聯合首席科學家，，他曾經在他曾經在

20132013年年「「蛟龍號蛟龍號」」首個試驗性應用航次完成首個試驗性應用航次完成

下潛下潛，，此次是此次是「「蛟龍號蛟龍號」」首次國際航次首次國際航次，，他他

再度完成下潛再度完成下潛。。從首次到首次從首次到首次，，跨越跨越1111年年，，

邱建文可謂見證了邱建文可謂見證了「「蛟龍號蛟龍號」」作業團隊的發作業團隊的發

展和進步展和進步。。

香港城市大學的博士後王琪香港城市大學的博士後王琪，，是本航次中是本航次中

第二個下潛的香港科學家第二個下潛的香港科學家。「。「王琪下潛最大王琪下潛最大

深度達到深度達到44,,700700米米，，是本航次香港科學家裏下是本航次香港科學家裏下

潛最深的一位潛最深的一位。」。」許學偉說許學偉說。。

搭載三女將創歷史搭載三女將創歷史
香港科技大學博士後張珊香港科技大學博士後張珊，，也創造了也創造了「「蛟蛟

龍號龍號」」的新歷史的新歷史。「。「蛟龍號蛟龍號」」可搭載的人員可搭載的人員

上限為上限為33人人，，一般由兩名潛航員和一名科學一般由兩名潛航員和一名科學

家組成家組成。。根據作業團隊對潛航員任務的分根據作業團隊對潛航員任務的分

配配，，張珊與兩名女性潛航員相伴潛入最深處張珊與兩名女性潛航員相伴潛入最深處

達到達到11,,270270米的海底進行科考作業米的海底進行科考作業，，這是這是「「蛟蛟

龍號龍號」」同時搭載三位女性的首航同時搭載三位女性的首航。「。「這顯示這顯示

出女性在深海科研和科考中發揮着更加重要出女性在深海科研和科考中發揮着更加重要

的作用的作用。」。」許學偉說許學偉說。。

兩地深化研究合作兩地深化研究合作
2323日至日至2525日日，，返航途中的返航途中的「「蛟龍號蛟龍號」」將首將首

次停靠香港次停靠香港，，兩地深海研究的合作交流亦將兩地深海研究的合作交流亦將

進一步深化進一步深化。。許學偉表示許學偉表示，，未來未來「「海洋十海洋十

年年」」大科學計劃大科學計劃「「數字化深海典型生境數字化深海典型生境」」計計

劃在印度洋開展第二個國際航次劃在印度洋開展第二個國際航次，，希望更多希望更多

香港科學家參與其中香港科學家參與其中。。

明年明年11月月，，香港科技大學將會舉辦第十七香港科技大學將會舉辦第十七

屆深海生物學大會屆深海生物學大會，，參航科學家計劃在會議參航科學家計劃在會議

上向國際學術界分享本航次的科學認識和成上向國際學術界分享本航次的科學認識和成

果果。「。「我們堅信香港與內地在深海領域的合我們堅信香港與內地在深海領域的合

作研究將會越來越緊密作研究將會越來越緊密。」。」許學偉說許學偉說。。

7000米級大深度載人潛水器訪港 本報通過遠洋衛星獨家連線採訪

7,000米海底的生命禁區、近400度高溫的「黑煙囪」、大西洋底「失

落之城」的「白煙囪」、呆萌可愛的小飛象章魚、神奇的盲蝦、霸氣的巨

鯊「巡山」……茫茫無際的大洋中，「蛟龍號」載人深潛器帶着科學家

們，看到了一個怎樣的神奇海底世界呢？他們又有哪些奇妙的經歷呢？

由中國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製的首台7,000米級大深度載人潛水器

「蛟龍號」隨母船「深海一號」科考船於9月23日至25日返航期間，首

度停靠並訪問香港，其間為香港學生安排科普講座。本港有中學生對「蛟

龍號」充滿興趣，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的李柏豪與梁泰瑋同

學，通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想了解科學家最特別的下潛經歷，以及在

深海世界最特別的生物觀察故事。在「蛟龍號」訪港前，香港文匯報記者

獨家通過遠洋衛星電話連線採訪了「蛟龍號」上的多位科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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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說，「在『蛟龍號』下潛過程中，我在深海親眼看到了大片的『雪花』，

海洋雪（Marine Snow）讓我直接感受到生命無比的壯

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葛沖

北京連線「深海一號」科考船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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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龍

「蛟龍號」於2012年海試成功，並創造了世界上同類型
載人潛水器作業深度7,000米的紀錄，該深度能夠涵

蓋全球99.8%的海域，這標誌着中國載人深潛進入世界先進
行列。

壯美海洋雪 微生物聚成
深海世界奇妙萬千，科學家們對深海的研究成果，不斷衝擊
着人們想像力的極限。「我本人的專業是海洋微生物，微生物
是無法通過肉眼看到，但是海水中這種漂浮的微小顆粒物聚集
在一起，形成肉眼可見的海洋雪，這是深海生物的主要食物來
源。『蛟龍號』下潛過程中，我在親眼看到了大片的海洋雪，
感受到生命的壯美。」許學偉說。

發光夢海鼠 隨年月變色
「海洋是生命的發源地，某些獨特的海洋環境條件，比如
海底熱液活動區，與地球早期生命的誕生環境和條件極為相
似。已有調查結果表明深海育有很多神奇的生物，比如形態
各異的深海冷水珊瑚與海綿、會飛翔的章魚、能三條腿站立
的深海狗母魚、喜歡攀援岩石的蛇尾等等。」國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研究員孫永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經多次下潛
的他印象最深刻，也是感覺最神奇的，是一種深海游泳海

參——夢海鼠。
孫永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夢海鼠屬於底棲棘皮動物，體
長一般約20至30厘米，通體透明，主體桶形，身體前部延伸
出12個圓錐形觸鬚。「夢海鼠的神奇之處一是外觀會發光，
還會變顏色，年輕的夢海鼠常呈淡粉紅色，身體半透明，內部
器官，特別是腸道清晰可見。年老的夢海鼠的顏色是深棕紅色
到紫色，並且不再透明。」孫永福還說，夢海鼠會游泳，且姿
態優雅，因為牠在水中漂游的姿態像一隻被砍去頭部的雞，因
此也被科學家戲稱為「無頭雞海怪」。

章魚最呆萌 盲蝦吃細菌
呆萌的小飛象章魚和神奇的盲蝦，令許學偉印象深刻。小飛
象章魚因其鰭狀是大耳朵結構而得名，當牠們在深海游泳時就
會不停地揮動眼睛上方的大耳朵，非常可愛。
盲蝦則是另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深海生物，牠與硫細菌共生，

當蝦殼表面的硫細菌積累到一定數量後，盲蝦會用前肢將細菌
從體表刮下來，當做食物吃掉。今年執行的中國大洋83航次
中，「蛟龍號」在北大西洋熱液區觀察到大量盲蝦。
螃蟹在熱液區是頂級捕食者，牠捕食盲蝦的行為，形成了熱
液區從微生物到盲蝦再到螃蟹的食物鏈，令人感受到深海生物
生存的競爭。

傅文韜是中國首批深潛員傅文韜是中國首批深潛員，，十餘年來他曾搭乘十餘年來他曾搭乘「「蛟龍號蛟龍號」」完成超過完成超過
120120次深潛任務次深潛任務。。在在「「蛟龍號蛟龍號」」首次國際航次中首次國際航次中，，他與中外科學家一他與中外科學家一
同配合同配合，，圓滿完成多次下潛圓滿完成多次下潛。。談起印象最深刻的下潛經歷談起印象最深刻的下潛經歷，，傅文韜坦傅文韜坦
言言，，還是還是「「蛟龍號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下潛至在馬里亞納海溝下潛至77,,062062米突破紀錄的任米突破紀錄的任
務務，，在生命禁區在生命禁區，，感受時空交匯感受時空交匯。。

70007000米生命禁區米生命禁區 荒涼又陌生荒涼又陌生
傅文韜至今依然記得傅文韜至今依然記得77,,062062米深海的場景米深海的場景，「，「海底是灰茫茫的一海底是灰茫茫的一

片片，，有很多的沉積物有很多的沉積物，，艙外特別安靜艙外特別安靜，，就感覺像是航天員到了外太空就感覺像是航天員到了外太空
的某個星球一樣的某個星球一樣，，既有歷史的厚重感既有歷史的厚重感，，還有一種令人感到陌生的荒涼還有一種令人感到陌生的荒涼
感感，，至今依然讓我記憶猶新至今依然讓我記憶猶新。」。」
在傅文韜的深潛生涯中在傅文韜的深潛生涯中，，也曾遇到過非常驚險的時刻也曾遇到過非常驚險的時刻。。20142014年年，，
「「蛟龍號蛟龍號」」在西南印度洋的熱液地區下潛科考在西南印度洋的熱液地區下潛科考。。熱液區的地形非常複熱液區的地形非常複
雜雜，，傅文韜將其形容為海底的傅文韜將其形容為海底的「「石林石林」，」，怪石嶙峋怪石嶙峋、、異常崎嶇的地異常崎嶇的地
形形，，沒有固定路徑沒有固定路徑，「，「蛟龍號蛟龍號」」只能在海底怪石中穿行只能在海底怪石中穿行。。

海底噴熱液海底噴熱液 達達400400度高溫度高溫
地區內有隨時會噴出熾熱溶液的黑煙囪地區內有隨時會噴出熾熱溶液的黑煙囪，，儘管概率很低儘管概率很低，，但有一次但有一次

「「蛟龍號蛟龍號」」還是一不小心鑽到還是一不小心鑽到「「黑煙囪黑煙囪」」裏裏————這種這種「「黑煙囪黑煙囪」」實際實際
上是海底火山正在噴發上是海底火山正在噴發，，有着接近有着接近400400度的高溫度的高溫，，鑽進去後即使打開鑽進去後即使打開
燈光燈光，，周圍也是漆黑一片周圍也是漆黑一片，，可謂伸手不見五指可謂伸手不見五指。。
「「當時感覺就像被一隻猙獰怪獸吞沒了一樣當時感覺就像被一隻猙獰怪獸吞沒了一樣，」，」傅文韜趕緊讓潛水傅文韜趕緊讓潛水

器上升遠離熱液噴口器上升遠離熱液噴口，「，「就像從怪獸嘴裏面逃出來那種感覺就像從怪獸嘴裏面逃出來那種感覺，，心都一心都一
下子懸在了嗓子眼下子懸在了嗓子眼。」。」
在南海下潛時在南海下潛時，，傅文韜也曾遇到驚險時刻傅文韜也曾遇到驚險時刻。。下潛中下潛中，「，「蛟龍號蛟龍號」」正正

在海底在海底「「爬山爬山」，」，海底的山連綿起伏特別長海底的山連綿起伏特別長，，走了幾百米走了幾百米，，傅文韜就傅文韜就
發現有一處的珊瑚特別多發現有一處的珊瑚特別多。「。「大家還在開玩笑大家還在開玩笑，，這是一座這是一座『『寶山寶山』』
時時，，突然遇到一隻大概有三四米長的巨鯊突然遇到一隻大概有三四米長的巨鯊，，牠不停地圍着山轉牠不停地圍着山轉，，就像就像
那種巡山的那種巡山的『『大王大王』』一樣一樣」，」，傅文韜回憶說傅文韜回憶說，，這隻巨鯊並不害怕深潛這隻巨鯊並不害怕深潛
器器，，而是慢吞吞地在而是慢吞吞地在「「蛟龍號蛟龍號」」前游弋前游弋，，淡定從容又霸氣十足淡定從容又霸氣十足，，守護守護
着這座海底山着這座海底山。。

深 潛 員 驚 險 時 刻 ：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員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員
孫永福孫永福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
許學偉許學偉

基地管理中心高級潛航員基地管理中心高級潛航員
傅文韜傅文韜

數讀蛟龍號
長：8.2米 寬：3.0米 高：3.4米

空重：不超過22噸

最大荷載：240公斤

最大速度：每小時25海里

巡航：每小時1海里

掃碼睇片

「蛟龍號」訪港安排
9月24日

●上午：尖沙咀海運碼頭
「深海一號」攜「蛟龍號」載人潛水器
進港歡迎儀式

●下午：香港科學館
科普講座：內地專家和外方專家將攜手
為香港的師生們送上四場科普報告，內
容包括多姿多彩的海洋生命、深海地質
地貌和板塊運動、深海的生物資源及其
挑戰和前景、深潛探測技術及其應用

9月25日

●上午：中銀大廈
「數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國際研討會

●下午：中銀大廈
圓桌論壇：專家們將圍繞最新一航次的
科學成果，以及國家深海大洋工作等進
行總體交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國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正高級工程師高翔介紹及

網上資料

作為創造中國載人深潛歷史的「國之
重器」，「蛟龍號」不斷進行技術升級發展。在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高級潛航員唐嘉陵看來，設計壽
命30年，已走過15年的「蛟龍號」當前正值身強力壯的穩

定階段。「『蛟龍號』最大的亮點是我國的載人深潛器1.0版
本，從樣機走向了試驗性應用，進入了業務化運行。」唐嘉陵

說，後續下潛突破11,000米的「奮鬥者號」，相當於中國載人深潛器
的2.0版本。而這代表着中國通過「蛟龍號」開拓性的技術突破，帶動
整個深海裝備包括未來裝備的譜系化發展。

探測更精細更前沿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總工程師丁忠軍表示，先進的人工智能和傳感檢測

技術發展，為載人深潛器的技術升級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後續將通過三方面對
「蛟龍號」進行技術升級，實現更精細、更前沿的探測，滿足科學家對深海科
學研究的目標。
丁忠軍表示，載人深潛器首先要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供探測能力。對「蛟龍

號」的技術升級，要將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現代基因識別能力提升上去，包
括深度學習、大數據分析以及人工神經網絡、數據挖掘等等。「現場探測有高清
攝像設備，加上可見光和激光設備獲取數據，直接通過先進的技術來取得科學家
們希望得到的科學認知，這是一個大方向。」

提升傳感檢測能力
提升「蛟龍號」的傳感檢測能力，是第二大方向。丁忠軍表示，傳感器是載人
深潛器的眼睛和耳朵，而「蛟龍號」需要更靈敏的耳朵，以及敏感的觸覺，
通過裝配上先進的傳感器獲得更精細的數據。「比如我們進行海底礦產勘
察，除了知道儲量、分布等信息外，還要知道這些礦產的物質組成和化
學成分。」丁忠軍說，在資源勘探和生態環境調查方面，都需要提升
傳感檢測能力。

推動取樣探測同步
「蛟龍號」要提升的第三個方面，是鑽探取樣和探
測同步能力。丁忠軍表示，要發展機電一體化的取
樣和探測一體能力，利用「蛟龍號」自身的優
勢，加上配套的先進鑽探取樣設備，來提升鑽

探一體化能力。

「「蛟龍號蛟龍號」」
三大優勢三大優勢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邱建文（右二）、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後王琪（左
二）、香港科技大學博士後張珊（右一）、香港浸會大學博士後Maeva
Perez（左一）。

從從 20122012 年到現在年到現在，，
「「蛟龍號蛟龍號」」應用了應用了1010多多
年時間年時間，，如今具備了三大如今具備了三大
新優勢新優勢：：

一、深海取樣作業精度高
定位準

二、在「深海一號」母船
支持下，海上作業效
率非常高，穩定性、
可靠性和職業化技術
保障能力強大

三、「蛟龍號」已成為一
個多功能的深海試驗
平台，從科學考察到
水下工程，現在承擔
任務更加多元化，應
用場景更加廣泛

人人
工工

智智
能能賦賦能能深深潛潛未未來來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李柏豪同學李柏豪同學（（33EE））

同同
學學
提提
問問

●●工作人員在作業工作人員在作業。。

●●「「蛟龍號蛟龍號」」被母船的纜繩吊着放入水中被母船的纜繩吊着放入水中。。

●夢海鼠 ●小飛象章魚

●●虹柳珊瑚虹柳珊瑚

●大西洋「失落
之城」的「白煙
囪」。

●●熱液噴口的盲蝦熱液噴口的盲蝦

●●海底珊瑚海底珊瑚

●●

大
洋
中
脊
熱
液
活
動
形
成
的

大
洋
中
脊
熱
液
活
動
形
成
的
「「
黑
煙
囪

黑
煙
囪
」
。
」
。

「蛟龍」眼中
的海底世界

●●「「蛟龍號蛟龍號」」母船母船「「深深
海一號海一號」」科考船科考船。。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梁泰瑋同學梁泰瑋同學（（33EE））

●●丁忠軍丁忠軍

●●唐嘉陵唐嘉陵

特稿

A3、A18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20242024年年99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

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科大團隊推動國際首航科大團隊推動國際首航 三名港科學家下潛三名港科學家下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