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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一周国内外新闻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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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向阳红 09”船 6 月 24 日电 我国

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24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区域进行第四次下潜试验，成功

突破 7000米深度，创造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执行本次下潜试验的试航员为叶聪、刘开周、

杨波。 7000米深度也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最

大设计深度。

北京时间 24日 4时 30分，“蛟龙”号 7000米级

海试团队举行了试航员出征仪式。 5时，下潜试验正

式开始。5时 24分，潜水器布放入水，5分钟后开始注

水下潜。 8时 55分，“蛟龙” 号下潜深度已达 7005

米，随后在 7015米的深度第一次坐底。

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表示，“蛟龙” 号在 7000

米级海试中， 经 4 次下潜试验就突破 7000 米深

度， 说明潜水器性能稳定， 海试人员水平不断提

高。 他说：“这支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 ”

据试航员报告，目前潜水器设备一切正常，人

员状态良好。

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24 日成功冲击

7000 米下潜深度，再次创造历史。记者第一时间

专访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

刘赐贵说，下潜至 7000 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

载人到达全球 99.8％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

力，标志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集成技术的成熟，

也标志着我国深海潜水器成为海洋科学考察的前

沿与制高点之一，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力

量。

我国将在未来 3 至 5 年开展“蛟龙”号试验

性应用。 通过试验性应用航次，一方面尽快满足

国内科技界对“蛟龙”号的急切需求，尽快取得

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逐步形成“蛟

龙”号的业务化运行能力，培养出一支专业化和

职业化的应用队伍， 探索出一套面向全国开放

的应用机制。

针对目前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需要， 并根据

蛟龙号的实际技术状态， 海洋局计划在西南印度

洋、 太平洋等重点关注区域开展试验性应用的调

查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 24 日实现新突破，神舟九号航天员成功驾驶

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对接， 我国首次空间

手控交会对接试验成功。 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这一操作是由在地面进行了 1500 多次模拟

训练的 43岁航天员刘旺实施的。12时 38分，他开

始手动控制飞船的姿态、速度和方向，使神舟九号

从 140米外向天宫一号缓缓接近。

记者从回传到北京飞控中心的视频上看到，

返回舱中间座椅上的刘旺握住分别位于身体两侧

的平移和姿态手柄， 包裹在白色手套里的指头上

下左右灵活拨动， 从容而自信地操纵神舟九号缓

缓靠近天宫一号。景海鹏、刘洋全神贯注监视面前

的仪表参数和对接靶标。

12时 48分，对接机构成功接触。 12时 55分，

一个多小时前刚刚分开的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

现刚性连接，再次形成组合体，中国首次手控空间

交会对接试验成功。

至此，在美国、俄罗斯成功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试验 40 多年之后，中国完整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

技术， 具备了以不同对接方式向在轨航天器进行

人员输送和物资补给的能力。

“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是交会对接的两种手

段，互为备份，缺一不可。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周建平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20 年以来，先

后完整掌握了天地往返、 出舱活动和交会对接三

大基本技术，拥有了建设空间站的基本能力。

根据计划，4 天后的飞船撤离同样以航天员

手控方式进行。 到 29 日返回时，景海鹏、刘旺、刘

洋在完成神舟九号飞行使命的同时， 还将创造中

国载人航天史上飞行时间最长的纪录。

“蛟龙”号

深潜突破 7 0 0 0 米

神九天宫

手控对接成功

中国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蛟龙”可达全球超 9 9 . 8 ％海洋深处

———访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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