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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号获取2770米深海“黑烟囱”样品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记者 黄辛 发布时间：2009-12-11 【字号： 小  中  大 】 

  我国在深水机器人研制和深海考察中取得重要突破，由上海交通大学水下工程研究所教授朱继懋领导的科研团

队历经9年，研究完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目前我国下潜深度最大、功能最强的无人遥控潜水器(ROV)“海龙”

号，在不久前“大洋一号”21航次第三航段的深海热液科考任务中，首次观察到了罕见的巨大“黑烟囱”，并且用

机械手获取了热液“黑烟囱”样品，还从“黑烟囱”附近搜集了微生物样本。这一发现标志着我国成为少数能使用

水下机器人开展洋中脊热液调查和取样研究的国家之一。 

  “黑烟囱”热液其实是富含各种稀有金属的硫化物，是各国都很关注的矿产资源。而在“黑烟囱”附近生活的

微生物几乎代表了生命的极限，同时意味着那里存在着与陆地上截然不同的生物系统。朱继懋指出：“这是目前国

内最大深度的精确定点取样工作，其拍摄的录像及照片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拍摄到最清晰的深海热液喷泉图像，对国

内海洋科学考察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海龙”号主要用于3500米深度以内的大洋海底调查活动，包括海底热液矿物取样、大洋深海生物基因

和极端微生物的研究以及探索人类起源的秘密等,同时也可用于海洋石油工程服务，水下管道、电缆检测维修，以及

海上救助打捞等各种水下作业，其主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次“海龙”号作业区域位于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洋中脊处，首选的作业地点（热液喷口）位于一个火山口内外

的侧斜坡上，火山口顶部最高处水深约2500米，最低点水深约2770米。 

  “海龙”号下潜后成功找到热液口烟囱，并对烟囱进行了自下而上、环绕式的全方位观察，通过搭载的声呐和

高度计数据，估计烟囱的直径和高度，并利用五功能机械手成功抓取烟囱样品。水底作业持续时间约70分钟。“作

业全程进行了录像，获取了宝贵的视频资料。”科研人员非常自豪。 

  据介绍，目前该研究所已经列出了时间表，将在2012年完成4500米的深海机器人，并且将设法攻克海洋最大深

度1.1万米的深海机器人。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09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500285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