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青岛3月17日讯（记者 蓝娜
娜 李虎） 17日，在执行完2014—
2015年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中国
大洋第35航次）科考任务后，搭载“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09号”母
船返回青岛，停靠在同日正式启用的
国家深海基地码头，在此“安家”，据
悉，国家深海基地是继俄罗斯、美国、
法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上第5个深海
技术支撑中心。

“蛟龙”号“安家”的国家深海基地
坐落于青岛即墨，占地面积390亩，海
域62 . 7公顷，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5 . 12

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2 . 6万平方米。
作为“蛟龙”号的母港 ,基地码头泊位
可同时靠泊两艘6000吨级的海洋科考
船。

作为载人潜水器及其他深海装
备进行水中检测、调试、试验的重要
设施之一，潜水器试验水池还是潜
航员完成陆上模拟训练后进行技能
训练的必备场所，也是深海装备维
护维修或升级改造后，进行设备性
能验证的必备场所。

1 7日，在国家深海基地刚建成
的潜水器试验水池车间内，总建筑
面积4200平方米的大型水池吸引了
不少人的目光。记者看到，该潜水器
试验水池由圆形水池、矩形水池和
小矩形水池相连组成，与潜水器维
护车间通过轨道贯通。“在三个相连
的水池中，最大的是圆形水池，这个
水池池体深1 0米，设计水深8米，直
径4 0米，与江阴的‘锅形’试验水池
相比，这个水池由于上下口径同样
大，所以总体的深度要更深，潜水器
在水中可活动范围也更大。”国家首
批潜航员之一傅文韬说，今后“蛟
龙”号的布放、下潜、回收等试验都
将在此进行。

22月月全全省省蓝蓝了了1133 .. 66天天，，重重污污染染22 .. 44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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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17日讯（记者 廖雯颖）
17日，山东省环保厅通报2月份全省空

气质量。全省蓝天数平均为13 . 6天，重污
染天数2 . 4天。

17日，省环保厅通报 2月份全省 1 7
市大气环境质量。2015年2月，全省“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能见度≥10公里）
天数为1 3 . 6天，同比增加了0 . 5天。蓝
天数最多的是威海，25天；蓝天数同比

增加最多的是东营和日照，增加5天。重
污染天数（空气质量指数＞ 2 0 0）平均
2 . 4天，同比减少了2 . 4天。除青岛、东
营、烟台、日照四个城市全月无重污染
日，其余13市均有不同天数重污染。聊
城、菏泽、枣庄和德州四市重污染天数
在 5天及以上，德州最多，有 8天。全省
只有威海和聊城重污染天数同比增加，
各增加1天。

17日，省环保厅通报2月份全省水环
境质量状况。四大流域中，省辖淮河流域
及南水北调沿线和半岛流域水质持续改
善，小清河流域和省辖海河流域水质出现
波动。

水质出现反弹的小清河流域COD
（ 化 学 需 氧 量 ）和 氨 氮 平 均 浓 度 为
43 . 6mg/L（毫克/升）和4 . 01mg/L，同
比分别上升了64 . 5%和96 . 5%；省辖海

河 流 域 C O D 和 氨 氮 平 均 浓 度 为
4 0 . 0mg/L和3 . 6 0mg/L，同比分别上
升了17 . 8%和44 . 8%。

全省17市中，日照、枣庄、济宁、烟台、
德州、临沂、济南7市COD浓度同比下降，
其余10市同比上升，日照、莱芜、泰安、菏
泽、济宁、临沂、青岛、济南、枣庄、潍坊、烟
台、淄博等12市氨氮浓度同比下降，其余5
市同比上升。

据悉，“蛟龙”号在此次科考中，完成
首次发现的西南印度洋热液岩区样本采
集等工作，累计实现100次下潜作业，仅有
的两名女潜航学员格外引人关注。“我是
第一次真正下潜到海里执行任务，感觉真
的是进入到海底世界，下潜的时候因为潜
水器外都关闭了灯，窗外游过的一些鱼虾
就好像流星划过一样。”女潜航学员张奕
说，此次科考位于我国西南印度洋多金属
硫化物资源勘探合同区，地质环境非常复

杂，“我们首次发现了热液活动区，那里的
地形到处都竖着‘烟囱’，从‘烟囱’口还喷
出数百度高温的浓烟，我负责从左舷窗观
察外部情况，及时提醒主驾驶躲避障碍，
防止撞在‘烟囱’或岩石上，同时还要进行
视频录制等，连续10个小时的海底作业还
是比较辛苦的。”

据了解，在此次科考中，中国实现了5

个首次和8项创新。其中，首次发现了西南
印度洋热液活动区，首次发现了多个海底

热液喷口，首次取得了硫化物区标本，打
破了过去只能搭载和利用国外载人潜水
器在地形复杂的深海热液活动区开展研
究的被动局面。“‘蛟龙’号累计实现100次下
潜作业，相比俄罗斯、美国等海洋科考成熟
的国家，中国海洋科考事业还处于起步阶
段，但这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点。”参与过
82次“蛟龙”号深海下潜作业的国家海洋局
北海分局原副局长、中国大洋第35航次顾
问刘心成说。 本报记者 蓝娜娜

“蛟龙”故事 女潜航学员海底连续作业10小时

17日上午，载有“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09号”母船停靠在国家深海基地码头。本报记者 杨广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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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本领 能模拟全球最深海域的压力值
对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而言，在执

行任务中，除了要完成既定的科研工作，
更要保障潜入深海的潜航员、科学家安
全，为此，所有的深海设备在投入应用前，
均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抗压检测。

在国家深海基地“深海高压环境

模拟实验室”内，两台超高压测压设备
被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台是超高
压压力罐，最大检测压力是9 0兆帕，相
当于深入海下9000米的压力值；一台是全
海深耐压试验装置，最大检测压力是120

兆帕，相当于海下12000米的压力值。可以
说，现在提供的最高压测试也是全球

海洋最深海域的压力值，能够满足现
有所有海洋设备、深海工程装备的压
力测试。”国家深海基地助理工程师任玉
刚说，在抗压测试中，两台设备均可为被
检测设备模拟出深海压力、温度，从而检
测到被检测设备在深海环境下的噪声、形
变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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