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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从零到6000米的突破（沈阳自动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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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从零到6000米的突破 

  

  蒋新松，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自动控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

1931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56年9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1997年3月30日因突发心脏

病抢救无效在沈阳逝世，享年66岁。他在自动化技术前沿领域做出

了许多突出成就和创造性贡献，他指导并成功地研制了“探索者一

号”1000米和“CR－01”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从而把我国水下

机器人研究推向世界最高水平。在他领导下，我国计算机集成制造

系统（CIMS）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获得美国SME大学领先奖和

“工业领先奖”。他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科技部

党组、中科院党组、中国工程院党组等五部委和辽宁省委、省政府

相继做出决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同志

学习。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

达的情况总体还没有改变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要不要发展机

器人，历史上曾经引起了许多争议。早在“文革”时期，当时还是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所助理研究员的蒋新松敏锐地捕捉到各国机器人及人工智

能研究信息，预见到机器人技术应用将是一个国家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象

征，于是1973年他与另外两位同事正式向中科院提出开展此项研究的建

议，当时就受到级别相当大的领导公开反对，说什么“中国的人都用不

了还搞机器人？”当时上海出版的某刊物上则把机器人视为批判对象，

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的帽子。蒋新松那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

不久，面对这些无“出息”的观点，在“四人帮”蔑视科学的岁月，他只能

默默地积累知识，追踪国际发展动向，焦急地等待时机。 



  机遇不会光顾无准备的人。1977年蒋新松参加中科院自然科学发展

规划会，他作为主要执笔者负责起草自动化学科发展规划，也许正是这

次机遇为中国机器人获取了合格的出生证。如何克服多方面的阻力，让

领导和其他专家同意开展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研究？会议期间，蒋新松彻

夜难眠，认真准备，艰苦工作，不停地游说，机器人终于获准被列入中

科院1978至1985年发展规划。为了考察外国机器人的发展情况，1979年

蒋新松曾访日本，专门针对两个问题与日本同行探讨：“人口多要不要

搞机器人？怎么搞？”。经过认真考察和探索，回答是肯定的。 

  针对中国人口多，国人对机器人疑虑的现实，蒋新松暂时避开一些

不利的冷嘲热讽，萌生了研制特殊环境下工作的机器人的想法。研究特

种机器人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承认。属于这一范畴的，一类是核幅射

下应用的机器人，另一类是海洋机器人。海洋机器人的研究课题初步得

到中科院职能部门的认同，但也有另外一些人泼来冷水，说什么“陆上

工业机器人还没搞好，你这旱鸭子搞水下机器人谈何容易，还是算了

吧！”蒋新松带着问题来到南海舰队调研。他了解到，因海上救捞或开

采石油，潜水员在水下工作时，20米以下很难看清目标，50米以下的海

洋则被永恒的黑暗所笼罩。海军战士告诉他，在海底作业条件是有限

的，有时茫茫大海靠手摸，非常吃力，而且从生理上讲，深水域作业，

极易造成人体伤害，潜水员有时水下呼吸所需费用一分钟相当于一克黄

金。调研结果，更加坚定了蒋新松研究水下机器人的决心。在几位德高

望重的科学家鼎力支持下，蒋新松得到中科院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

开始了“海人一号”100米水下机器人的研制。万事开头难，经过多年的

辛劳奔波，蒋新松说，我们大约花了11年的时间宣传机器人是机器而不

是人，让各级领导明白，机器人是近代自动化发展的一个前沿，是整个

社会进步、机器进化的方向，它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深远的

意义。1985年12月，蒋新松任总设计师的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

一号”样机首航成功。1986年深潜60米成功，获得了零的突破。这一事

实证明蒋新松急国家所急，选择水下机器人作为发展机器人的“突破口”

和攻坚目标，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海人一号”原理样机获1989年中科院

科技进步二等奖。 

  蒋新松常说：“我们想吃馒头，难道非要先从学种麦子开始吗？只

有提高起点，才能提高质量和速度”。“海人一号”初试成功，从三个

方面引起美国人刮目相看，一是机械手的控制；二是水下机器人的航行

控制；三是水下磁耦合电机。蒋新松以此为筹码，继续奔波，与美国沛

瑞公司签定引进中型无人遥控潜水器（水下机器人）瑞康4号技术的15

年协定，本着“在研究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水平的

原则”，蒋新松和他的同事们开发研制出大、中、小型有缆或无缆水下



机器人系列产品，使我国该项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发展。瑞康4

号达到并部分超过当代国际水平，作为“七五”计划期间的重点产品，已

提供给海上石油平台、救捞局和海军使用，连续10多次中标，被外国公

司租用，开创了国际机器人为海上石油钻井报务的新记录。1991年和

1992年，分别获得中科院和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部分产品销往美

国后获得用户高度评价。 

  蒋新松以他战略家的眼光不断追踪国际前沿课题，他和他的同事们

在开展水下有缆100米和300米、有缆和无缆1000米的水下机器人研究的

同时，又把目光盯向更深的6000米海域。他利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

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水下机器人突破深潜1000米的成果，决心加强同国际

技术合作，决定与俄罗斯海参威远东科学院海洋问题研究所合作，利用

他们在设备、材料、传感技术方面的优势和一批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这

样，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在短时期内取得更大的合作成果。当时我国机

器人技术最擅长的只是控制部分，而俄罗斯最缺的是资金，我国迫切需

要的是全面技术，如能合作，双方优势可以互补。蒋新松把这一合作思

想称之为“瞎子背瘸子”的哲学，两人合作，取长补短，就能实现正常人

所要做的事情，最终都能实现目标。在中俄双方密切合作下，三年过

去，1995年春，一台称之为“CR－01”6000米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研制成

功，它具有观察型功能，装有摄像机和静态照相机，可围绕沉着物和海

底进行摄像和照相；具有自动回避障碍、自动围绕沉着物回游以及自动

返航等自治功能；利用我国自制的声剖仪可获取30米海底地层图等。5

月，中国科学院考察船远征太平洋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海域，将刚刚研

制成功的深潜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投入海底，进行深潜海试。经过三

个月的苦战，它成功地测量了海底地貌，并摄取了深海贵金属锰核录像

和照片。9月，海试队伍顺利返航。人们把6000米水下机器人试验应用

成功，视为成功发射了一颗返回式的“海洋卫星”。这是因为，水下机器

人在约6000米的深海中，指甲盖大的面积要承受6吨的压力；此外，其

水下导航定位，受海水和海流的影响要比空中更难指挥和定位；由于电

磁波在水中衰减厉害，因此不能用无线电通讯，只能用声纳联络；海水

对材料的腐蚀相当强，而价值数千万元的水下机器人，要健康长寿，必

须采用抗腐的特殊材料，空中卫星能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而水下机器

人只能自带“干粮”。所以当人们感受了“九天揽月”的胜利喜悦之后，还

应当理解“五洋捉鳖”的历程艰辛。“CR－01”6000米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我国新世纪率先开发海洋取得了主动权。该项成

果被国家列为“1997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撰稿人：张凤春（沈阳自动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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