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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12日電 據中國國家國防科技
工業局消息，北京時間12日8時21分，嫦
娥三號着陸器受光照自主「喚醒」，「玉
兔號」月球車已於前一天實現自主「喚
醒」。嫦娥三號着陸器和巡視器（月球
車）兩器安全度過長達14天的第一個月夜

的極低溫環境，標誌着中國成功突破探測
器月夜生存技術。

有限月晝期內開展科研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專家介紹說，月

夜期間，嫦娥三號着陸器和「玉兔號」月

球車處於斷電關機狀態，與地面聯繫中
斷。月夜結束後，受陽光照射作用，當兩
器太陽翼帆板輸出功率達到喚醒閾值時，
兩器就能按照預定程序將一些關鍵設備通
電開機，恢復與地面的通訊聯繫，隨後，
在地面控制下，建立正常工作狀態。

目前，嫦娥三號着陸器和「玉兔號」月球
車工作狀態正常，地面各測控站和中心數據接
收及處理正常。此次「喚醒」後，在月晝工作
期間，嫦娥三號探測器將轉入以科學探測為牽
引的任務階段，科研人員也正根據嫦娥三號探
測器在第一個月晝期間獲得的工程和科學數據

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國防科工局局長、中國
探月工程總指揮許達哲表示，探月工程各
有關方面要充分利用有限月晝期開展工
作，盡可能多地獲取科學數據，加強對已
獲取科學數據的研究工作，為探月工程後
續任務積累經驗、提供支持。

娥兔自主「喚醒」中國突破月夜生存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蛟龍
號載人潛水器第一副總設計師崔維成接受媒體
採訪透露，蛟龍號圓滿完成7,000米級海試，
標誌着中國成功躋身國際深海俱樂部，中國下
一階段是研究11,000米的新一代潛水器，「深
海的比賽很激烈，我們不能落後。我給自己定
的目標是2020年完成海試。」

抗壓能力高耗資10億元
蛟龍號載人深潛器是中國首台自主設計、

自主集成研製的作業型深海載人潛水器，
2012年6月27日11時47分刷新「中國深
度」——下潛7062米，這標誌着中國具備
了載人到達全球99.8%以上海洋深處進行作
業的能力，2013年6月—9月完成首次試驗

性應用航次。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第一副總設計師崔維成

表示，目前，世界海洋科技的最前沿已將目
光投向深淵，並研究開發11,000米級全海深
的第三代載人潛水器。在11,000萬米深海的
大氣壓力，每平方厘米就可達到1,100萬
噸，相當於要在一個手指頭肚上托起兩三輛
坦克的重量。深淵潛水器需要通過技術手段
使艙內達到常溫、常壓的環境，而這樣的水
下條件對艙體的抗壓能力要求極高，需要進
行一系列的試驗。他估計，整個11000米級
深潛器的研製過程可能需要消耗8億-10億
元的經費，崔維成希望可以依靠學校、社會
和民間資本的力量，提前啟動11,000米級全
海深第三代載人潛水器的研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昨日5時零9分，在距

離深圳近200海里的南中國海，搭載着胡建、管猛、董猛三位中

國潛水員的潛水鐘，從300米深的海底返回到工作母船的甲板

上，中國首次300米飽和潛水作業取得成功。這意味着，中國由

此具備了人工潛入300米深的海底「龍宮」探寶的能力，而就全

球來說，英、美、日本、俄羅斯等8國已先後突破400米深度。

內地媒體報道，1月11日24時，南中國海海域，搭載着3名潛水員的
潛水鐘被放入海裡，中國首次深海300米人工飽和潛水作業正式開

始；12日1時40分，上海打撈局潛水員胡建鑽出放在300米海底的潛水鐘
開始作業，成為中國第一個進入300米深海的人；12日5時零9分，搭載着
胡建、管猛、董猛三位潛水員的潛水鐘，從300米深的海底返回到工作母船
的甲板上，完成與生活艙的對接，3名潛水員返回到生活艙裡休息。
現場總指揮宣佈，3名潛水員圓滿完成中國首次300米飽和潛水海底出潛
探摸作業，巡迴深度達到313.5米。這是300米深的海底首次迎來了中國人
的身姿，中國由此具備了人工潛入300米深的海底「龍宮」探寶的能力。
上海打撈局局長沈灝介紹，12日上午8時，李洪健、羅小明、譚輝3名
潛水員第二批下水作業，14時返回生活艙。此後，6名潛水員在生活艙裡
減壓，預計將於24日出艙，回到正常的生活環境中。

英美等8國突破400米深度
飽和潛水是一種適用於大深度條件下，開展長時間作業的潛水方式。
按照國際慣例，當潛水作業深度超過120米、時間超過1小時，一般採用
飽和潛水。作為唯一一種可使潛水員直接暴露於高壓環境開展水下作業
的潛水方式，飽和潛水已廣泛應用於失事潛艇救援、海底施工作業、水
下資源勘探、海洋科學考察等軍事和民用領域。
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飽和潛水技術研究，交通運輸部救撈局局長王振
亮表示，交通運輸部已將攻克500米飽和潛水作業技術列入計劃。目前，
世界上英國、美國、瑞士、挪威、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8國已先後
突破400米深度潛水技術。其中，法國潛入了600多米的深度。

長：11米
寬：3.8米
高：3.5米
床鋪：6個，分上下
床寬：90厘米
過道：>50厘米

生活艙

6名潛水員進
入生活艙開始
加壓

9日13時

3名潛水員陸
續進入潛水鐘

11日24時前

搭載着3名潛
水員的潛水
鐘，開始被放
到海裡

11日24時

潛水鐘下潛

3名潛水員相
繼從潛水鐘裡
鑽出，游到海
裡進行探摸

12日1時至4時

3人完成探摸
巡潛，相繼回
到潛水鐘

12日4時29分

3人乘坐潛水「電梯」，安全返回到甲板上的
生活艙裡；上午8時，第二批潛水員李洪健、
羅小明、譚輝下水作業，14時返回生活艙

12日5時9分

飽和潛水示意圖

宮摸龍

11000米深淵潛水器
2020年海試

呼吸
■飽和潛水員呼吸的氣體是由氦氣和氧
氣組成，氦氣多，氧氣少，混合的比例
因海深不同而異；
■呼吸不困難，但聲音變得像鴨子叫。

壓力
■常人承受的壓力是1個大氣壓；
■在300米的深海裡，飽和潛水員要承
受的壓力是31個大氣壓，比常人多30
倍，抬下手、動動腳都很費力。

吃飯
■飽和潛水員不能吃硬的，會損傷牙
齒；
■不能吃黃豆等容易放屁的食物；
■不能吃蘿蔔、韭菜等味道重的食物，
以免污染狹小的環境；
■米飯、饅頭被擠壓黏在牙上，很難
受，需要使勁咀嚼，才能吃下去；
■味覺變遲鈍，吃不出鹹味；
■要多吃牛排、雞鴨魚肉等高熱量食
物。

如廁
■飽和潛水員如廁、洗澡都在生活艙
裡，要向地面監控人員報告，以絕對保
證生活艙裡不出現漏氣現象。

睡覺
■沒有白天黑夜，睡覺不能關
燈，以便監控；
■由於容易疲勞，一天睡12個小
時以上；
■剩餘的時間只能看看書。

穿衣
■生活艙裡保持38℃—40℃，在艙裏
需穿短袖；
■下海作業時，穿的是「熱水服」，流
動着熱水的水管密布在衣服的各處，讓
飽和潛水員抵禦海水的寒冷，保持正常
體溫。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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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測加速
開發海底寶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中
國加速開展深海探測，包括突破蛟龍號
載人潛水器等深海裝備技術，專家指
出，這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國際海底資
源調查和科學研究，為國家深海勘探、
海底作業、合理利用深海資源等提供技
術保障。在全球陸地資源愈發緊張的大
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把目光投
向海洋，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包括海洋能
源資源，是現代國家社會發展的必然選
擇。

海底能源礦產有待勘探開採
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寧吉撰文指出，隨

着人口擴張、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矛
盾日益突出，海洋的價值更為明顯。未
完全探明的海底世界，蘊藏着大量生
物、能源和礦產資源；海水中氫元素的
提取和應用，可以為核聚變與燃料電池

開發提供取之不盡的基礎原料；天然氣
水合物的開發，很可能成為繼煤炭、油
氣之後的新一代能源。
2012年6月27日11時47分，蛟龍號載

人潛水器下潛7062米，標誌着中國具備
了載人到達全球99.8%以上海洋深處進行
作業的能力。參與蛟龍號研製的中國船
舶重工集團公司第702研究所所長翁震平
指出，人類對海洋的認知遠沒有對太空
的認知那麼深，以海底的可燃冰為例，
這種清潔能源要靠深海裝備去勘探、發
現、開採、運輸。除可燃冰之外，中國
的南海還蘊藏着大量的油氣資源，同樣
需要深海裝備去勘探、開採。此外，對
海洋的勘探開發，特別是深海生物、生
物基因的研究轉變成藥物，可造福普通
百姓。

由於深海的巨大壓力使人類生命無法
承受，成為人類進入的「禁區」，科學
家遂發明「飽和潛水」技術，讓潛水員
體內各組織體液中所溶解的惰性氣體達
到完全飽和的程度，來適應高壓環境。
「飽和潛水」技術與一般潛水不同，潛
水員適應特有環境後，可以長期停留在
高壓下進行作業，然後一次減壓出倉。

■資料來源：新華社

什麼叫「飽和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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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行建造的中國自行建造的300300米飽和潛水工作母船米飽和潛水工作母船「「深潛號深潛號」。」。

■■胡建胡建、、管猛管猛、、董猛董猛33名潛水員名潛水員
在水下展示國旗在水下展示國旗。。 新華社新華社

飽和潛水首突破300米

中國人深海出艙

■■中國終極目標是中國終極目標是
建成深海空間站建成深海空間站。。

飽和潛水員生活異於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