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信

水声通信是“奋斗者”号与母船“探
索一号”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实现了潜
水器从万米海底至海面的文字、 语音及
图像的实时传输，且技术指标更高

抗 压

科研团队历时数年， 自主发明了特
殊钛合金材料，又通过攻克高强度、高韧
性钛合金焊接技术， 成功解决了载人舱
球壳的建造难题

操 控

贴海底自动匹配地形巡航 、 悬停
定位、 液压机械手持重能力超过 60 公
斤……针对深渊复杂环境， “奋斗者”
号实现了高精度航行控制、 全景科学观
测、 高精准作业取样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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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 1万米，你好！
———“奋斗者”号标注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

������近期，进口冷链食品
核酸阳性检出率明显增

高。 “涉及产品范围从海
产品到畜禽肉类产品，
进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

围从冷链食品扩展到集

装箱。 ”国家卫健委新闻
发言人米锋说， 疫情传
播呈现出“从物到人”和
“从人到人” 并存的特
征。

进口冷链食品屡成

“雷区”， 进口冷链食品
还能不能吃？ 如何全面
消毒？ 面对与“冷链”相
关的热点关注， 多部门
专家解答公众疑问。

一问：进口冷链食品
为何屡成“雷区”

11月 7日 ， 经天津入境的德国
进口猪前肘外包装标本和印度进口冻

带鱼外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

阳性； 11日， 天津市静海区 1份大
比目鱼外包装涂抹样本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 12日， 天津市津南区某
冷冻批发市场发现 1份混检样本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今年 6
月以来， 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都指
向进口冷链食品， 三文鱼、 厄瓜多尔
冷冻虾等产品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病

毒。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

任李宁认为， 国外正处于新冠疫情暴
发期， 跨境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及外
包装极有可能成为携带新冠病毒的载

体。
近期， 各部门和各地加大对进口

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的检测和抽检， 随着检测频次、
频率及覆盖范围增加， 发现阳性的概率随之增加。

“这也说明， 我国在加强物防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 李宁
说，截至目前，全国抽检监测的阳性率是万分之零点四八，而且主要集
中在食品外包装。

二问：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

“进口生鲜还能不能吃？ ”面对进口冷链食品检测阳性频发，这个
问题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 ”中国
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 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流波
说，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并没有发现因食用食品本身
引发感染。

张流波介绍， 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进行安全有效的消毒，
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毒灭活，消毒后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非常
低的。但是病毒核酸仍可能存在，如果进行过消毒后，核酸检测仍呈阳
性，公众不必过度紧张。

李宁补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生
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

三问：进口冷链食品怎么全面消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
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
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

据此，海关总署对口岸环节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具
体部署，包括明确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程、消毒技
术规范及配套监管措施。 一些口岸规定冷链食品外包装消毒用 500毫
克 / 升二氧化氯消毒液或 0.2%至 0.4%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喷洒
或擦拭消毒外包装的六个面，作用 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介绍，自方案发布截至 11
月 24日 24时，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 160多
万件，重量 3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中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集
装箱、空运托盘等。

相比常规消毒，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低温消毒更加困难。 张流波
说，目前正在加紧研究相关技术方法。

四问：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后，公众应该怎么办

先消毒、后洗手、防飞溅、查周边、高温洗、速处理。
张流波提示，公众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时，应首先对外包装表面

进行消毒，随后进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处理外包装时，要避免对周边环
境造成污染。 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清洁与消毒，接触食品的炊具及时
清洗，使用过的残渣单独包装，及时处理。

“在采购新鲜食材时，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 ”李宁介
绍，从流行病学溯源分析来看，感染人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搬运工等。

五问：流入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如何监管

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通过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的链条造成
传播？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市场稽查专员陈说，监管部门
将重点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及时开展市场风险排查；二是督促
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三是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四是落实预
防消毒措施；五是推进追溯平台建设。

自 10月 30日起，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已全面上线运行。 消费
者可通过扫描产品外包装或货柜上的电子溯源码，了解到原产国 / 地
区、上游企业（进口商）、检验检疫证明等信息。

“总结过去 11个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防止出现疫情卷土重来。 ”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面对未来春节人员大流
动，只要人群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疫情。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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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南山港。
11 月 28 日 8 时 30 分许 ，一

阵汽笛声响，创造了 10909 米中国
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完
成第二阶段海试，胜利返航。

1 个多月时间， 累计完成 13
次下潜，其中 8次突破万米。 10909
米的纪录，让人类在大深度载人深
潜领域有了新坐标。

海底 1万米的世界，有多大魅
力？ 中国的深潜勇士们，经历了怎
样的艰险？载人深潜精神又将如何
助力中国勇攀深海科技高峰？

你好，神秘的深海！
大洋之底，马里亚纳海沟，迎来“奋斗者”号的无

声问候。 我国从此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
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开发、保护海洋。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球第四极”，水压高、完

全黑暗，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其最深处
约 11000米，相当于珠穆朗玛峰叠加华山的海拔高度。
11月 10日清晨，载有 3名潜航员的“奋斗者”号

从“探索一号”母船机库缓缓推出，被稳稳起吊布放入
水，近 4小时后 ，“奋斗者 ”号成功坐底 ，下潜深度达
10909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从全球范围看，大深度载人深潜是一道很难逾越
的关口。

中国起步晚，却迎头赶上。
2012年，7000米级“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问世，创

造当时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 7062米的世

界纪录；2017年，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获得突破，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

攻关不停步，海洋科技必须自主自强。
作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个核心研制项目，

“奋斗者”号实现了跨系统、跨单位、跨部门的大团队合
作。

“十三五”以来，科技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船舶
集团，组织近百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近千名科研人
员，经过艰苦攻关，成功完成“奋斗者”号的研制工作。
自 2020年 7月起，“奋斗者”号先后赴南海、西太平洋
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分阶段进行了海试验证， 累计完成
30次下潜，其中 8次突破万米。

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雷凡培说， 中国船舶集团作
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装备研制项目牵头单位， 充分吸
取“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研制的成功经验，在“奋斗
者”号研制中，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具备
全海深技术能力，为后续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万米深海从此不再对中国人紧闭大门。从进入、认
知深海，再到探查、开发深海，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景如
画卷徐徐展开。

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侯建国说， 未来将进一步加
强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结合“奋斗者”号等深海装备
集群的应用， 发起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深渊深潜科学研
究计划，打造支撑深海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队伍，推动深
海科技再创高峰。

里程碑！中国跻身深潜世界“排行榜”前列

海底1万米的世界，只有跨过核心技术的门槛，才
能得其门而入。

“奋斗者”号的特殊本领，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概括。
———设计。
“奋斗者”号下潜到万米深海，还要携带 3名潜航

员长时间稳定作业，设计难度可想而知。
设计人员针对超高压复杂环境，采用多系统融合

集成设计，使“奋斗者”号潜浮速度、舱内空间使用率等
指标大幅提升，同时通过载人舱实时监测和评估策略，
实现潜水器优良的机动性能和安全性能，体现“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

———抗压。
在万米深海，水压超过 110兆帕，约合 1千个标准

大气压，相当于 2000头非洲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
这种极端压力条件下，按照载人舱的目标尺寸和

厚度要求，以往深潜器使用的材料已经不能满足要求，
需要找到一种高强度、高韧性、可焊接的钛合金。

科研团队历时数年，自主发明了特殊钛合金材料，
又通过攻克高强度、高韧性钛合金焊接技术，成功解决
了载人舱球壳的建造难题。

———操控。
潜水器去到万米深渊，可不只是“到此一游”，还要

完成岩石、生物抓取，以及沉积物取样等精准科考作
业。这需要灵活的机械手、智能化控制系统和电动观测
云台。

贴海底自动匹配地形巡航、悬停定位、液压机械手

持重能力超过 60公斤……针对深渊复杂环境，“奋斗
者”号实现了高精度航行控制、全景科学观测、高精准
作业取样等功能。

———通信。
“亲爱的观众们，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

能够通过‘奋斗者’号的画面向大家展示万米的海底。”
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后，3位潜航员第一时间通过
水声通信系统分享了他们的心情。

水声通信是“奋斗者”号与母船“探索一号”之间沟
通的唯一桥梁， 实现了潜水器从万米海底至海面的文
字、语音及图像的实时传输。

相较“蛟龙”号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奋斗
者”号的声学系统实现了完全国产化，技术指标更高。

———浮力。
载人潜水器“下得去”，还得“回得来”。这里面的关

键是固体浮力材料。这种材料既要密度低，又要耐高水
压，制备技术难度大，世界范围内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掌
握。

经过持续攻关和多番论证， 一种高强空心玻璃微
球脱颖而出，兼顾了材料的密度与强度，实现了浮力材
料的重大突破。

此外，锂电池能量密度进一步提升、海水泵总效率达
到世界领先、潜浮速度及球壳应力实时在线监测……众
多关键技术提供“护航”，让“奋斗者”号的机动性、作业
能力、舒适度及安全性大幅提升，成为国际唯一能同时
携带 3人多次往返全海深作业的载人深潜装备。

不容易！关键技术“护航”万米深潜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几代中国

人的梦想。
与载人航天一样，载人深潜也秉持了“一棒接着一

棒跑”的传统，形成了一批领军科学家队伍。
“‘奋斗者’号部件的国产化率超过了 96.5%，具备

了全海深进入探测和作业的能力。 ”“奋斗者”号总设
计师、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副所长叶聪感慨
万千，“参研参试人员克服了多个台风的阻挠，经历了
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向世界最深处进军是我们不懈
追求的目标。 ”

“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
在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激励下，“奋斗者”号为科技创
新树立了典范。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奋斗者’号成功研制和万
米海试的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将为深海
科学考察、海底精细作业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为下一
步带动深海能源、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
力。 ”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 6500

米以深的深渊， 是国际公认的解决生命起源、 地球演
化、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前沿领域。

随着“奋斗者”号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返航，一系
列科研成果将为人类揭开更多海洋奥秘。

“奋斗者”号的研制，还有效带动我国深海通用元
器件、高性能电池、精密传感器、特种功能材料等深海
通用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

按照“没有单位、只有岗位”的理念，我国吸引和汇
聚陆地与空天高科技力量下海， 组织全国近 100家单
位，形成了大协同的深海科技创新体系。

此外， “海斗” 号无人潜水器、 “海翼” 号水下
滑翔机……新装备层出不穷， 新纪录如约而至。 我国
形成了从 1000米、 4500米、 7000米到万米级全海深
潜水能力， 作业功能覆盖海洋科研、 大洋矿产资源开
发、搜救打捞、旅游观光等方面。

深海世界，我们来了！
在探索海洋的道路上，中国不会止步。 在认识、保

护、开发海洋的道路上，人类的新征程刚刚启动。
据新华社三亚 11 月 28 日电

接力棒！载人深潜精神立典范

浮 力

载人潜水器 “下得去 ”，还得 “回得
来”。 这里面的关键是固体浮力材料。

经过持续攻关和多番论证， 一种高
强空心玻璃微球脱颖而出， 兼顾了材料
的密度与强度， 实现了浮力材料的重大
突破

设 计

设计人员针对超高压复杂环境，采
用多系统融合集成设计，使“奋斗者”号
潜浮速度、舱内空间使用率等指标大幅提
升。 同时，实现了潜水器优良的机动性能和
安全性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探索一号”和“探索二号”科考船在作业（资料照片）。

这是“奋斗者”号（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