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海科研是全球的热点问题

记者：国家深海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科

研平台？

刘保华：正在建设中的国家深海基地是

“蛟龙号”的业务化运行单位，是面对我国深

海科考活动需求的多功能综合性公共服务

平台， 将为深海科考活动提供必需的船舶、

重大深海装备保障和技术支撑，是目前我国

唯一的国家级深海技术支撑和保障基地。

目前，国家深海基地征地工作已基本完

成， 总体规划日前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复，项

目进入了详细规划设计阶段，预计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开工。

记者：我国发展深海科学研究的背景是

什么？

刘保华：1000 米以上的深海占整个海洋

的 49％以上，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锰结

核、 富钴结壳和热液硫化物等金属矿产资

源，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等深海气资源以

及贻贝、管虫、磷虾等深海生物基因资源，这

些都是人类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性资

源。 同时深海在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

科学等许多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

值。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俄、日、法等国家

都凭借本国的实力希望更大限量地分享深

海海底资源这块“蛋糕”。 于是，在《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框架内，“蓝色圈地”运动正日趋

激烈，深海科学研究、开发和管理已经成为

全球事务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蛟龙号”的业务化使命

记者：“蛟龙号”业务化运行将主要应用

于哪些领域？

刘保华：“蛟龙号” 完成 7000 米海试之

后，设计研发单位可能会根据海试过程中出

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完善和提高。 未来

一两年之内，中国大洋协会将牵头组织开展

“蛟龙号”试验性应用，通过试验性应用对潜

水器、水面支持系统等重要装备进行进一步

技术完善，更加成熟后再交由国家深海基地

业务化运行。“蛟龙号”业务化运行主要应用

于两个大的领域：深海科学考察与海洋工程

服务。

记者：“蛟龙号”科学考察的作用主要有

哪些？

刘保华：首先是对海底实际观察；其次

是到海底取样；第三，“蛟龙号”可以承担海

底调查设备的精确布放任务。

记者：“蛟龙号”和人们的生活还有什么

密切关系？

刘保华：一是可以用于海底救捞。“蛟龙

号”在海底救捞方面有其他任何技术装备无

可比拟的技术优势，无论在沉船打捞，飞机

黑匣子搜索还是危险品打捞等方面，载人潜

水器都有突出的表现；二是能够进行海底抢

险，包括工程抢险和人员抢险等。 如果跨洋

通讯光缆突发故障断裂， 故障点在哪里等，

业务化运行后的“蛟龙号”将在这些方面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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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九号即将归来，飞船上搭载的蔬菜

种子也将结束太空之旅，回到地球家园。

“神九飞船搭载了玉米、辣椒、茄子、番

茄、刀豆等种子，这些种子将随神九返回舱

一起回来。 ”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负责人、

天水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

文生介绍。

太空育种，又称航天工程育种，是利用

空间宇宙粒子、微重力、弱地磁等综合因素

诱变农业生物遗传改良，具体指利用返回式

卫星、飞船等，在空间环境对农业生物的诱

变作用来产生有益的遗传变异， 返回地面

后，通过进一步选育，创造农业育种材料、培

育新品种的农业生物高技术育种新方法。

据介绍， 搭载回来的蔬菜种子要经过 4

代以上的筛选，选出其中有价值、有推广前

景的种子，等性能稳定后才能得到“亲本”，

这需要 2 年至 3 年。 然后再选优质种子杂

交，性能稳定后再进行 2 年至 3 年的区域试

验和生产示范。 最后，还要经过省级以上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之后，才能被称为

“太空蔬菜”。 专家表示，利用太空特殊的环

境和空间环境诱变育种技术，可以培养出产

量更高、质量更好、抗逆性更强的农作物品

种。 对于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我国来

说，太空农业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目前，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培育的太

空辣椒、番茄、茄子等已经在甘肃、宁夏、陕

西等 25 个省区市得到推广。 其实，“太空蔬

菜”已经走上百姓餐桌，随着航天工程育种

产业种植规模和区域的进一步推广扩大，越

来越多的人只花和普通蔬菜价格一样的钱，

在家附近的菜市场和超市就能品尝到这种

口感更好营养更高的太空蔬菜。“我们正在

开展示范试种，预计‘十二五’期间就能推广

至全国。 ”包文生说。 （综合新华社电）

解读“蛟龙号”深潜 7000米

组合体建立撤离姿态

神九航天员今日首次手控撤离

北京通信与跟踪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神九任务主着陆场主任设计师吕明涛 27 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神舟九号飞船返回地面，

需要经历 4个阶段。

一是制动飞行阶段。 飞船在太空中运行最

后一圈时， 地面测控部门向飞船发出返回指

令，飞船随即调整姿态，发动机点火制动，进入

返回轨道。

二是自由滑行阶段。 飞船以无动力飞行状

态自由下降。 当高度降至距离地面 140公里处

时，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推进舱在穿越大气

层时烧毁，返回舱继续下降。

三是再入大气层阶段。 飞船进入大气层

时， 飞船表面和大气层摩擦产生巨大热量，

在飞船表面形成高温等离子气体层，并对电

磁波造成屏蔽形成“黑障”，使飞船在 240 秒

内与地面失去联系。 直到距离地球约 40 公

里处，黑障消失，地面测控部门重新捕获飞

船。

四是着陆阶段。 当返回舱距离地球约 10

公里时，伞舱盖打开，并连续完成拉开引导伞、

减速伞、 主伞等动作。 在距离地面 1.2 米时，4

台反推发动机点火，使飞船以每秒 1 米至 2 米

的速度着陆。

记者 6 月 27 日从“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

7000米级海试现场指挥部获悉，“蛟龙”号在当

日进行的 7000 米级海试第五次下潜试验中，

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7062 米， 并在海底发现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存在。

本次下潜试验于北京时间 27 日 5 时 05

分开始，“蛟龙” 号于 5 时 29 分开始注水下

潜。 11 时 47 分， 潜水器到达 7062 米深度海

底。 16 时 40 分， 潜水器返回试验母船甲板。

下潜试验全程历时 695 分钟， 进行了标志物

布放、 测深侧扫等作业， 并从海底取回了三

个海水样品、 两个沉积物样品和一个生物样

品。

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表示， 这是一次非

常成功的下潜。 潜水器利用诱饵， 发现了

7000多米海底存在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同时，

潜水器在海底发现了不同的沉积物、 结核状

物质以及岩石， 证明 7000 米深度海底同样存

在地质多样性。

“当我们在海底释放出诱饵后， 各种各

样不同大小、 不同颜色的鱼、 虾、 海参等生

物纷纷从黑暗中冒出来， 围住诱饵大快朵颐，

数量多得让我们眼花缭乱。” 执行本次下潜试

验的潜航员唐嘉陵说。

“我们不仅从 7000 多米的海底取回了生

物样品， 还拍摄了丰富的生物照片和视频”，

刘峰说，“从照片看， 7000 多米海底存在如此

多种生物， 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海底生物

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的存在， 体现了大深度

载人潜水器的实用价值”。

刘峰对记者说， 由于潜航员们在海底太

专注于各种作业， 一不小心压住了舱内水声

通信系统麦克风的

通话按钮， 导致在

几十分钟内潜水器

和试验母船通信中

断， 让指挥部内所

有人都着实吓了一

跳。

刘峰同时表示，

海试现场指挥部初

步决定 30 日进行

7000 米级海试最后

一次下潜试验， 主

要目的是对潜水器

各项考核项目进行

查缺补漏， 确保潜

水器性能和功能万

无一失。

“蛟龙”第五次下潜 深达 7 0 6 2 米

太空蔬菜距离百姓餐桌有多远？

缴费年限将各地互认并累计合并计算

国务院日前批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

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社保基金会

联合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并

下发通知要求贯彻执行。 纲要指出，要落实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实现医疗保险缴费年

限在各地互认，累计合并计算。

纲要要求，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制

度整合和城乡衔接， 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 研究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制度衔接办

法，实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经办管理。 探索

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职能和经办资源，

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具有资质的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纲要指出，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 稳步提高

各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扩大基金调剂和使用

范围，增强基金共济能力。 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

筹。新农保实现省级管理。全面实现医疗、工伤、

失业、生育保险地（市）级统筹，逐步建立省级基

金调剂制度，积极推进省级统筹。

纲要强调， 切实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工作。 以农民工为重点，妥善解决人员流动过

程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 实现制度的

有效衔接。 全面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办法，实现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在各地互认，

累计合并计算。 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为重点，完

善异地就医管理服务， 探索建立参保地委托就

医地进行管理的协作机制。 统一社会保险信息

管理标准， 实现相关信息指标体系和编码体系

全国统一，方便全国范围信息交换，适应人员流

动需要。 （综合新华社电）

我国

医保

6 月 27 日 14 时 42 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组

合体在太空中偏航 180 度，从交会对接的正飞

状倒飞姿态，建立撤离姿态，为航天员首次手

控撤离做好准备。

据介绍，与神舟八号任务不同，这次组合

体转倒飞，目的是满足航天员在阳照区进行手

控撤离的需要，为飞船顺利返回做好准备。

据了解，6 月 28 日， 航天员将进行首次手

控撤离

神九返回地面需经历 4 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