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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最大吨位科考船“梦想”号在广州内装

可钻1.1万米 有望打开“地心之门”
最近，全国最大吨位的科

考船“梦想”号正在广州完成最
后的内装。它是目前全国最大
吨位的科考船，满载排水量达
42000吨，接近一艘中型航母，
续航里程达15000海里。

在满载180名船员的情况
下可连续在海上工作120天，稳
性和结构强度按照16级台风海
况安全要求设计，意味着其具
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能力。

它有多牛?
不仅钻得最深，还有全球
最大船载实验室

目前正在广州内装，排水
量接近中型航母，预计今年
建成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这艘
隶属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
查局的“海上巨无霸”，自2021
年11月30日开工建造，仅用时
两年多便实现了主体完工下水
测试，去年12月18日，在广州南
沙首次试航。预计将于今年全
面建成。

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技
“ 皇 冠 ”。梦 想 ”号 总 吨 为
33000，总 长 179.8米 、宽 32.8
米，续航力15000海里，可以连
续在海上工作120天，是全球唯
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钻
探船。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梦
想”号监造组组长殷宪峰介绍，
11000米的压力不仅是人承受
不了的，对设备、水、电、液、材
料都是一个挑战。

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
“一万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
月”。为了实现人类向下探索
的梦想，国内集结了150多家科
研单位共同参与建设“梦想”
号。“梦想”号建有全球面积最
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
实验室，总面积超3000平方米，
涵盖海洋科学、微生物、古地磁
等九大实验室，采用数字孪生
等关键技术，可实现钻采作业
全过程监测、科学实验智能
协同。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梦想”号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周昶介绍，“梦想”号也可被称

作“海洋科学移动实验室”。

它能干啥?
梦想打穿地壳进入上地
幔，进入深部探测

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国之重器”、支撑海洋强国建
设的“核心利器”，“梦想”号将
为深海可燃冰勘查开采产业化
提供装备保障。

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
局“梦想”号项目部指挥长雷勇
介绍，“梦想”号主要工作是执
行大洋科学计划的钻探任务，
打穿地壳进入上地幔，进入深
部探测，深部开发，这是全人类
科学家的梦想，所以起名字叫
梦想号。

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
示，“打穿莫霍面、进入上地幔”
是从事这一领域探索的科学家
们最渴望实现的梦想，也是这
艘大洋钻探船最引人关注的
一点。

莫霍面是什么?人类为什
么要钻透它、研究它?

“地球就像一个带壳的鸡
蛋:‘蛋壳’是地壳，‘蛋清’是地
幔，‘蛋黄’是地核。地壳和地
幔之间的分界面就是莫霍面，
相当于蛋壳和蛋清之间的蛋壳
膜。”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
工程师任颖芝介绍，莫霍面下
层的地幔是探究地震、火山活
动等重要地质过程的关键，也
是地球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
打穿莫霍面，对于深入了解地
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物化
性质、演化规律等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地震预测、矿产资源勘
探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大洋钻探船是全球深海探

测高新技术的集成，是目前深
入海底深部取样的唯一手段。

“梦想”号具备全球海域无
限航区能力和海域11000米的
钻探能力，未来主要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和国际大科学计
划中的大洋科学钻探任务。

目前，与“梦想”号配套的
钻探保障船、两座深水科考码
头、全球储存能力最大的岩心
库等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可
为“梦想”号未来运营提供强大
的海上和岸基支持。

它钻地容易吗?
在海上钻透地壳，会比在
陆地更容易吗?

在海上钻透地壳，会比在
陆地上更容易吗?“深海海底是
离地球内部最近的地方，多数
情况下，洋壳的厚度为5000至
8000米，如果能在大洋上实施
钻探，会大大增加打穿莫霍面
的几率。因此，我们要到海上
去打，可以说大洋钻探是打穿
莫霍面的最佳途径。”任颖芝
表示。

“梦想”号具备全球海域无
限航区作业能力和海域11000
米的钻探能力。这意味着，从
海上钻穿莫霍面到达地幔的科
学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一般的科考船不具备在
深海大洋实施深钻的能力，仅
能通过搭载的设备进行感知式
探测或者对近海底及浅部地层
进行取样观察。”任颖芝介绍，
与其他科考船相比，“梦想”号
大洋钻探船能够在水深数千米

的海底实施钻探，进入海底地
层中获取岩心样品，实现直接
观察，开展物理化学等分析，掌
握一手的深部实物资料数据，
是目前进入海底深部取样的唯
一手段。该船将为海洋能源资
源勘查开发提供重要装备
保障。

它有何意义?
全球仅3国拥有大洋钻探
船 我国是其一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总量超13万亿，人口超8000万
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
活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区域之
一。从远洋探测到深海牧场，
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大湾区发
展的新动能。

大洋钻探是目前历时最
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全球
性科学计划，大洋钻探技术作
为目前海底深部取样的唯一手
段，是人类深海探测高端技术
的综合集成，被称为海洋科学
界的“皇冠”，谁掌握了这项技
术，谁就有能力在陆地以外找
到新的资源，进一步探究地球
的未解之谜。目前拥有大洋钻
探船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
但“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
11000米钻探能力的钻探船。

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
家先后参与了大洋钻探国际合
作计划，仅有3个国家有能力研
制出大洋钻探船，我国就是其
中之一。

随着“梦想”号与岩心库的
建造完成，我国将和美国、日本
一样具备自主组织航次的实
力，有望从“参与者”转变为“主
导者”。“梦想”号建成后，将是
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
力的钻探船。

探究人类未曾踏足过的地
方，造一艘大洋钻探船还远远
不够。目前中国正在组织编制
《国际大洋钻探中国科学执行
计划(2025-2035)》，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并结合地球系统科学
提出中国大洋钻探面向2035年
的科学目标和优先研究领域，
从而有机会率先打开“地心之
门”。 据央视新闻、新华社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目前正在广
州内装。 新华社发

近期，科研人员在广西红水
河水系发现了一种小型洞穴鱼
类，基于形态学比较和分子系统
发育学研究证实，该鱼类为新物
种，因其首次发现于广西来宾市
忻城县安东乡，研究人员将其命
名为“安东岭鳅”。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由广西师
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院、柳州市渔业技术
推广站等研究人员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动物园钥匙》上。

图为安东岭鳅标本。（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供图）

科研人员介绍，岭鳅属是一
类分布于中国西南及越南北部的
小型淡水鱼类，大部分生活在喀
斯特地下水系环境中，对极端黑
暗的喀斯特地貌环境表现出显著
的适应能力，如眼睛退化、鳞片脱
落、体表缺乏色素沉淀，且具发达
的鱼鳔后室等。

研究表明，目前该属有效种
仅6种，分别是大明山岭鳅、关安
岭鳅、桂林岭鳅、罗城岭鳅、平头
岭鳅，以及多斑岭鳅。除了平头
岭鳅，其余种类均属广西特有，且
都为喀斯特地貌环境中地下河洞
穴鱼类。科研人员指出，安东岭
鳅的发现再次说明了广西独特的
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研人员
发现洞穴鱼类新物种

陨石是地外天体的独特样
本，可以提供有关太阳系起源和
演化的重要信息，地球上已确认
的陨石有60%以上发现于南极
洲。然而，一项新研究发现，由
于全球变暖，南极冰盖表面的珍
贵陨石正在迅速“消失”。

南极的地理环境使得陨石
在这里形成“搁浅区”。在这些
富含陨石的地点，深色的外表使
它们很容易被人类探测发现。
随着全球变暖，很多陨石，特别
是金属含量高、导热系数高的陨
石，在太阳辐射下变暖，陨石下
方的冰融化，结果陨石下沉“消
失”。一旦陨石进入冰盖，即使
在较浅的深度，它们就难以再被
人类找到。

瑞士、比利时等国研究人员
组成的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卫星
观测和气候模型计算预测出，全
球气温每升高十分之一摄氏度，
南极平均就有近9000块陨石从
冰盖表面“消失”。目前，持续变
暖导致南极每年约5000块陨石

“消失”，这个速度是南极陨石发
现速度的约5倍。据估算，到
2050年，南极大约30万至80万
块陨石中的四分之一将由于冰
川融化而“消失”。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
期《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

据新华社电

全球变暖致南极陨石
迅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