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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6 5 米

“蛟龙”再次刷新

我国载人深潜纪录

新华社“向阳红 09”船 6月 19 日电（记者 罗沙）

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19 日进行七千米级海试第

二次下潜试验，潜水器开展了近底巡航、照相、摄像、海

底微地形地貌测量，并坐底完成沉积物及海水取样、标

志物布放等作业，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6965米。

这也是世界同类载人潜水器首次在 6900 米深度

成功实现海底沉积物取样。

北京时间 19日 5 时 14 分，“蛟龙” 号潜水器被布

放入水。 5时 25分，潜水器开始下潜。 8时 30分左右，

潜水器到达海底， 随即开展近底巡航和坐底作业。 12

时左右，潜水器完成全部试验计划，抛载返航。16时 27

分，潜水器顺利回收至甲板，全部试验过程历时 687 分

钟。

最大下潜深度达 6965米

“蛟龙”号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介绍说，本次下潜

中，“蛟龙”号完全按照指挥部制定的计划，顺利下潜到

预定作业深度和作业地点，开展近底巡航、照相、摄像

及海底微地形地貌精细测量。随后，潜水器坐底完成沉

积物及海水取样、标志物布放等作业，完成本次下潜的

全部考核内容，潜水器到达指定位置、开展定点作业的

能力得到验证。 其最大下潜深度达 6965 米，再次创造

下潜深度最大、下潜时间最长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在 6965 米海底看到的景象，跟下潜之前想象的

不太相同。 海底看上去贫瘠荒芜，但是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看到指甲盖大小的白色生物在海底快速爬行，很

可惜没能抓住它”，潜航员唐嘉陵说，“在做沉积物取样

时，感觉海底的泥土很黏稠，就像在用一根管子捅一块

奶油。 ”

刘峰表示，本次下潜中，“蛟龙”号的可调压载系统

无法正常实现排水功能， 预计需要一天时间彻查故障

原因，进而排除故障并完成潜水器的例行维护。

初步决定 21日进行第三次下潜试验

“海试现场指挥部初步决定 21 日开展七千米级海

试第三次下潜试验”，刘峰说，“目的是继续在这一深度

验证潜水器的功能和性能，以证实它是一台实用的、能

为科研人员开展深海研究提供服务的作业型潜水器。”

他同时表示， 第三次下潜试验的具体下潜时间将

根据海况、设备和人员的状态决定。

“天宫”与“神九”组合体

完成第一次轨道维持

19日 15时 19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指挥调度

下，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后的第 1 次轨道

维持，结果表明轨道维持达到预期目的。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转为组合体控制

模式，由天宫一号承担姿态与轨道控制任务。 据悉，组合体在轨运

行期间将视情进行 2次轨道维持。

“天宫”收到祖国第一封电子邮件

19日 15时 46分，神舟九号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功接收祖国第

一封电子邮件。 首次开展的天地电子邮件传输试验获得成功。

北京飞控中心按计划将精心选编的包括图片、文档、视频在

内的数据包，通过专用的软硬件平台向天宫一号发送。 稍后，航天

员在终端显示系统看到了来自地面的第一封邮件。

据介绍， 这是地面第一次以邮件的形式向航天员传送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 航天员不但能随时接收地面发送的飞行计划、文

本信息，还能接收新的视频、音乐、图片等资料，极大地方便、丰富

了航天员的太空工作和生活。

航天员开始实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邓一兵 19 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3名航天员进入天宫一号后，在太空中完成多项预

定工作，从 18日 23时开始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目前状态良好。

邓一兵介绍说，18日是航天员上天后最忙碌的一天， 为准备

交会对接，连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进入天宫一号后，他们完成了

气体采样以及一些设备的更换工作。 目前，天宫一号内的环境条

件非常好，温度在 22 摄氏度 ~23 摄氏度，湿度 40%，整体环境相

当舒适。

“执行同步作息制度后，按照预定计划安排，由景海鹏值班，

刘旺和刘洋休息。 ”邓一兵说，“他们今天 6时起床，开始全天的工

作，按计划将开展飞行器照料与管理、航天医学实验，此外，还有

目标飞行器电子邮件、飞行计划上行及短消息下行试验、双向视

频通话实验等工作。 ”

人间一昼夜 “天宫”16天

截至 19日 17时 07分，3 名航天员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中

度过了 24小时。 至此，他们的“天宫”生活度过了完整的一天。

与地面的昼夜更替不同，这短短的 24 小时中，景海鹏、刘旺、

刘洋 3名航天员，已经经历了 16次日出日落。 这是因为天宫一号

每一个半小时就绕地球飞行一圈，航天员每 90 分钟就经历一“昼

夜”。 未来几天，航天员还将在“天宫”开展载人环境维护操作、在

轨航天医学实验和更换维修性试验等工作，这些工作也同样按照

天地同步原则安排进行。 （综合新华社电）

公安部：

驾考拟取消“绕饼” 遮牌照扣光 1 2 分

在不久的将来，学员们参加驾考，可能再也没有绕铁饼这一

项了，但这并非降低驾考难度，因为还增加了若干规定。 记者 6月

18 日了解到，公安部正计划修改 111 号令（公安部关于修改的决

定， 2 0 1 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目前正在基层征集意见。

电子路考取消绕铁饼

“千万别抽到铁饼路”，学员凡是进行电子路考时，心中大多

有这样的期盼。“说实话，我自己去考也不能保证一次就能过。”记

者熟知的一位教练员说。 不过南京交管人士也指出，虽然绕铁饼

的过关率只有 2 成左右，但有其设置的意义，限宽门也一样，都是

培养驾驶人对轮位和车身的“车感”，这对避免碰撞事故是非常有

利的。 记者了解到，如果修改意见稿最终通过，那么修改后考试项

目由原来的“训练 10项、考试 4项”改为“训练和考试均为 5项”。

增加多项驾考新规定

记者了解到，修改意见稿还将增加多项驾考新规定：

1.理论考试分两次。 修改意见稿计划把科目一的理论考试题

库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核交通信号、通行规则等知识；

第二部分主要考核安全文明驾驶要求、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

法等，而且放在科目三考试后进行；

2.增加考试里程数。目前南京交管部门规定，大路考小车的考

试里程为 3 公里，必须有电脑记录。 不过，公安部这次修改，要求

增加考试里程数，其中大中型客货车考试里程不少于 20 公里，小

型汽车不得少于 5公里。 与此同时，考试中增加项目，比如说侧方

停车入位、驶入、驶出主路等等。

3.新手管控力度加大。一年内的新手，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

行驶时，必须由持相应及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 3 年以上的驾驶人

陪同。 交管人士对此表示，如果得以实施，他们会在高速公路的进

出口加大管控力度。

闯红灯从记 3分提高到 6分

记者也了解到，修改意见稿中还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其中主要是针对号牌上动“手脚”的，像故意遮挡号牌将有可

能一次性记 12分。 交管人士说，一些司机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曝

光，用光盘、纸片、甚至树叶等物品遮挡号牌,“目前的处罚标准是

罚款 200元，记 6分。 ”交管人士说，在这一处罚标准下，他们每天

还是能查到数十起此类违法行为。 修改意见稿中，未悬挂或者不

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记分由

6 分提高到 12 分； 闯红灯的处罚力度也将由记 3 分提高到记 6

分。 不过在醉酒驾驶的处罚上，却取消了记分。 交管人士解释说，

醉酒驾驶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必

须重新考试，记 12分没有实际意义。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