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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括”号 12月 9日电 中
国多家机构联合组成的“彩虹鱼”
2018 马里亚纳海沟海试与科考团队
已抵达西太平洋第一个深海站位，4
日成功进行基于我国北斗卫星通信
系统的 4500 米级大深度剖面浮标海
试。

这次作业位于北纬 22 度、东经
130 度，深达 5900 多米的西太平洋海
域。3 日，通过“沈括”号科学考察船
船艉的A型吊架，考察队员将4500米
级大深度剖面浮标和一台第二代“彩
虹鱼”万米级着陆器布放到海里；4日
上午，顺利回收了在海底“蹲守”十多
个小时的着陆器；同时，收到了完成
海试并自主浮出海面的浮标通过北
斗卫星发来的剖面数据和定位信息。

4 日下午，考察队员又将两台第
一代和第二代“彩虹鱼”万米级着陆
器布放到海里，进行超短基线系统定
位测试，同时进行沉积物和海水采
样。

据“彩虹鱼”2018 马里亚纳海沟
海试与科考海上总指挥崔维成教授
介绍，剖面浮标是全球海洋观测的一
种主要设备，可以连续观测整个剖面
的海水温盐深数据。目前，我国生产
的剖面浮标主要在 2000 米以浅。根
据深海观测科学需求，上海海洋大学
深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启动了 4500 米级大深度剖面浮标的
自主研制，攻克大深度浮力调节系
统、剖面浮标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

“彩虹鱼”2018 马里亚纳海沟海
试与科考技术副总指挥潘彬彬介绍，

“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主要由浮力
系统、抛载系统、电控系统、采样系统
和水面通信系统组成。与第一代相
比，第二代“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更
为精巧、实用、便于操作。

来自上海海洋大学、西湖大学、
中科院海洋所、同济大学等全国10家

机构的60名考察队员和船员11月25
日乘坐“沈括”号从上海起航，计划完
成第一个深海站位海试和科考作业
后，直奔马里亚纳海沟。

国际海洋界把海面 6000 米以下
的地方称为深渊区。中国“彩虹鱼”
2018 马里亚纳海沟海试与科考团队
首席科学家刘如龙日前告诉新华社
记者，尽管深渊区面积仅占全球海底
总面积的 1%到 2%，但巨大深度构成
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有许多科学
之谜尚待探索。

刘如龙介绍说：“深渊区主要有
海沟和海槽两种地形。目前全球已
发现 46 个深渊区，包括 33 条海沟和
13个海槽。33条海沟中有 26条分布
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是全球最深
的海沟。”

科学家过去曾以为，海面6000米
以下的地方，由于超高的静水压力、
缺乏阳光和食物供给，加之特殊的海
底地形、剧烈的构造活动等多种极端
环境因素，是一片死气沉沉、与世隔
绝、毫无生命活力的世界。然而，随
着人们对深渊展开科学调查，这些认
识正在被颠覆。

据刘如龙介绍，早在20世纪四五
十年代，苏联和丹麦的科考调查船就
曾经对全球 13条深度超过 6000米的
海沟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科学家在
其中 8 条海沟发现了 300 多个新物
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新物种都只
存在于深渊环境。这些发现使科学
家认识到，黑暗的深渊世界生活了极
其独特的“深渊生物群落”。

随着深海调查技术进步，全球近
年来又陆续开展了多项大型深渊调
查活动，发现了更多深渊新物种，深
渊生物量和生命活力也远超预期。
例如，在深度超过 10000 米的汤加海
沟，科学家发现了成千上万只端足类
生物；在最大深度约8000米的阿塔卡

马海沟，小型底栖生物的密度可达每
平方厘米 6378 只；在 10542 米的千岛
海沟，中小型底栖生物的丰度甚至高
于附近较浅的海底平原。

随着深渊考察不断深入，“鱼类
分布的最大深度”这一科学悬案也不
断有新的发现。目前，鱼类的分布最
深记录一次次被刷新。科学家在马
里亚纳海沟 8145 米深处已发现鱼类
分布，在波多黎各海沟8370米深处还
采集到鱼类样品，这是目前所知的鱼
类分布最深记录。

深渊微生物的研究结果，同样也
出乎科学家预料。研究发现，深渊生
物圈中微生物的丰度、多样性以及活
性均非常高，绝非想象中的“死气沉
沉”。通过对马里亚纳海沟沉积物分
析，科学家发现，地球海洋最深处的
微生物群落保持着极高的代谢活性。

在深渊海沟，科学家还观察到一
些令人诧异的生命现象。例如，生活
在深渊环境的端足类生物，“个头”明
显比浅海中的同类大得多。人们曾
在克马德克海沟 7000 米处捕获到体
长达35厘米的端足类生物，而在浅海
区生活的亲缘物种，体长仅几厘米。

又如，科学家过去曾认为，在“碳
酸钙补偿深度”以下的海域，因为碳
酸钙以溶解态存在，以碳酸钙为主要
结构组分的生物，如有孔虫、珊瑚、甲
壳类等都无法生存。然而，科学家却
在深渊调查中，在“碳酸钙补偿深度”
以下发现了类似生物。

“在庞大的海洋生态系统中，海
面 6000 米以下的深渊生物特立独
行，”刘如龙说，“在充满未知的深渊，
还生活了哪些种类的海洋生物？它
们如何适应巨大的海水压力？有哪
些独特的生理机制和特殊基因？这
些都是海洋生物学家要解开的科学
之谜，也是我们此次前往马里亚纳海
沟开展科学调查的目的。” 据新华社

“彩虹鱼”万米级着陆器入深海采样

在近6000米深的西太平洋海底，一条类似鼬鱼类的鱼和一只类似十足目
的虾从“彩虹鱼”着陆器附近游过（12月6日摄）

“彩虹鱼”着陆器在近6000米深的西太平洋海底捕获的钩虾（12月4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