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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先进科考船“科学”号青岛启航，可无人驾驶

黑黑匣匣子子搜搜索索装装备备，，它它也也有有一一套套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刘鹏

在泰安宁阳县泗店镇大孟
村，初春也是收获的季节，守着五
十亩的荷塘，春季卖藕种也能有
几十万元进账。是谁带来了这笔
红利？村里人马上会想到大学生
女支书赵菊。

2009年从南山学院毕业，她
回到宁阳当了大学生村官。2010

年，她担任大孟村村党支部书记。
几年在农村的磨练，使29岁的赵
菊没有了一丝学生的模样。黑乎
乎的脸蛋、简单的运动装、大声喊
话，用村民赵广兰的话说就是“又
朴素又泼辣”。“别看是个姑娘家，
挖藕池、修马路、挖藕、洗藕都和
大家一起干。”在尚未修完的村后
健身广场上，村民许秀英说。

如今赵菊的身份已不单是大
学生村官，她是镇里的党委委员，

还是山东省人大代表，但回忆起
这几年在大孟村的经历，赵菊的
心情还是有些复杂。

当初虽然困难不少，但面临
的最大困难还是村民的不看好，

“开始说我干不出满月、出了满月
说出不了百天、出了百天就说不
出一年就得走。”

第一年，她每天骑着电瓶车
从几十里外的老家到村里上班，
晚上时常要在其他村干部的护送

下回家，在理顺一件件琐事的过
程中，赵菊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2011年，这个泼辣的外来姑娘在
村委改选中高票当选村支书。

如今在大孟村做了近4年的
村官，赵菊也开始扑下身子干起

“大事”，跑上跑下争取资金，坑坑
洼洼的水泥路修好了，重铺了自
来水管管道，电送到村民家里，在
村集体的机动地上挖了藕池，村
集体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8日，我国最先进的
科考船———“科学”号海
洋科学考察船在青岛中
苑码头启航，奔赴冲绳海
槽热液区。“科学”号上装
备有我国最先进科考设
备，其中一部分设备还是
我国自主研发。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泼辣85后当村官，一干就是四年

春春天天卖卖藕藕种种帮帮村村里里赚赚了了几几十十万万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科学”号。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8日，“科学”号搭载46名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出发，将对冲绳海槽热液区进行现场
原位观测和取样分析，将于4月10日抵达目
标海域，预计5月2日完成第一航段任务。

此次，科研人员将定量评价目的地“黑
烟囱”地貌。此外，还将揭示西太平洋深层
环境对暖池变异的影响，提高气候预报的
准确性。

“科学”号总长99 . 80米，定员80人。“科
学”号此次搭载了数十种国内乃至国际最
先进科考设备，不用停船即可进行科学采
样研究，被称为“海上移动实验室”。

在船舱后甲板上，一个红色带“翅膀”
的物体就是深海拖曳探测系统。“功能是到
海底进行扫描，传输图像回来。”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船舶运行管理中心工程技术
部副部长张鑫介绍，该系统与前去搜寻
MH370黑匣子的6000米级无人无缆潜水器
(AUV)“潜龙一号”属于同套设备，可通过
声学原理进行扫描，根据声波原理生成图
像，监测地貌，探测物体，一般作为深潜器
的“先遣兵”。

“科学”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拖曳探
测系统的重量与水相当，可下潜到深海
6000米，属于最先进的拖曳仪器，这个仪器
的制造零件国产率达到80%。

据悉，“科学”号上配备的深海拖曳系
统、岩芯取样钻机、电视抓斗、重力活塞取
样器、系留气艇/小火箭探空均为我国自主
研发。其中深海拖曳系统、电视抓斗此次随

“科学”号前去相关海域进行考察。
电视抓斗长约1米，高约80厘米，是一

个斗的形状，在抓斗外侧安置摄像头，可在
深海下潜6000米。在下潜的时候，抓斗的两
侧是张开的，科研人员在船上通过线缆控
制抓斗的位置，并根据摄像头看清采取的
样品，确定取样后，抓斗便合并，将深海样
品带回地面，比较方便快捷。

“科学”号可无人驾驶，其动力系统是
无极调速、用手侧推。只要事先设好几个点
之后，船就会按照路线自动走了，船可根据
指令前进或停止。而以往的科考船只能往
前进，也固定不住。船长隋以勇称，“科学”
号的驾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发现”号是“科学”号上最大的明星，
也是我国第一个无人缆控深海机器人，它
可以长时间在海下作业，无需补充电力。

在后甲板上，一个大型的黄色机器人
身上装满了摄像头，记者仔细数了一下，大
大小小各方位的摄像头多达几十个，而在
机器人的下方则配备了多个小格子。“这些
小格子就是用来采样的，机器人可以将样
品放在里面带回来。”张鑫介绍。

它与蛟龙号深海机器人有什么不同
呢？记者采访了解到，区别主要是无人与载
人，缆控与无缆之分。“科学”号机器人为无
人缆控机器人，潜入深海作业，科考人员通
过线缆控制机器人；而蛟龙号机器人则为
载人潜器，驾驶员操作机器潜入深海。

与“发现”号相比，载人深潜器在复杂
地形的作业能力是最突出的优点，驾驶员
实时操纵深潜器，比“发现”号通过遥控进
行操纵的模式更为灵活。而“发现”号也有
自身优势，它通过线缆提供动力，能较长时
间在水下持续工作，而蛟龙号则需自备电
池，在水下作业的时间受到限制。

任务 去冲绳海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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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备为“中国造”
对比 深海机器人

堪比蛟龙号

那些明星科考船

“雪龙”号

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
学考察船，是由乌克兰赫尔松船
厂在1993年3月25日完成建造的
一艘维他斯·白令级破冰船。中国
于1993年从乌克兰进口，以1750

万美元低价购得。

目前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综
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也是我国
远洋科学调查的主力船舶，为
5600吨级。

“大洋一号”

“实验1号”

国内载重量最大的全海候大
型小水线面双体船，也是我国第
一艘小水线面综合科考船。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