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我想了解“大洋一号”的历史，
政委陈广喜拿来了船史日志本，摸着发
黄的笔记本纸张，这艘已经有 30 年历史
的科学考察船的过去仿佛触手可及。

“大洋一号”原名“地质学家彼得·安
德罗波夫号”，1984 年在乌克兰赫尔松
船厂建成，如今，在机舱中的一些设备上
还能看见俄文操作指示，而我也在前甲
板找到了一个铜质铃铛，上面除了镌刻
着俄文“ПETP AHTPOПOB”外，还
刻着阿拉伯数字“1984”。“大洋一号”现
任船长曹业政告诉我，那是“抛锚钟”，通
过钟声，前甲板的水手可与驾驶台沟通
抛锚的水深。

对于“大洋一号”，光荣与使命并
存。作为我国第一艘远洋综合调查船，
它见证着我国大洋科考事业的发展，也
铸就着我国大洋科考事业的辉煌。

第一艘远洋综合调查船

1994 年，中国大洋协会从俄罗斯远
东海洋地质调查局将船购买至我国，经
初 步 改 装 后 命 名 为“ 大 洋 一 号 ”。 从
1995 年开始，“大洋一号”先后执行了中
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专项的多个远
洋调查航次任务，在东太平洋进行海底
结核资源调查、西太平洋进行海底结壳
资源调查，为中国的大洋事业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大洋一号”通体白色，在蓝色的大
海上，身形自是极美的。“船全长 104.5
米，宽 16 米，船底到桅杆高 33 米，5600
吨级，最多配员 75 名，是我国能执行远
洋科学考察任务的主力科考船。”对于这
艘已经在上面工作了 10 多年的船，船长
曹业政感情深厚，1997 年 12 月 28 日，他
就开始在“大洋一号”担任二副。

2002 年，为了适应我国大洋资源研
究开发从单一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向多种
资源的战略转变，“大洋一号”在上海中
华船厂进行了第二次改装。“除了机舱，
其他部分从驾驶室到生活区几乎全部推
倒重来。这次改装更新了先进的调查设
备并首次安装了动力定位系统，综合考
查能力得到全面提高。”亲历改装过程的
曹业政回忆道。

说起动力定位系统，这可不是一般
船舶都有的设施，而是科学考察船或海
上钻井平台独有的，造价不菲。大洋 34
航次首席装备助理、国家海洋局北海海
洋技术保障中心深海技术室主任崔运璐
介绍，有了动力定位系统，才能保证船体
按照经纬度精准定位取样，而在进行各
类测线作业时，船体也不受风浪影响保
持直线航行。“开了动力定位，船体甚至
有可能是斜着的，但是会按照预定方向
直线前进。”

“大洋一号”船目前的实验室格局
也是当时确定下来的。5 层是多波束及
浅剖实验室、重力和 ADCP 实验室，
这里是全船最稳的地方，所以用于安放
对平稳要求极高的重力仪；这里也是全
船的最低处，所以适宜装备多波束海底
地形地貌测量系统，船底的导流罩内安
装着两个各 8 米长的“大方阵”——发

射阵和接收阵，多波束设备采集的数据
会生成地形图，实时反馈到实验室的电
脑显示屏。走上 4 层，可以看到深拖实
验室、网络室、地质实验室、化学实验
室、生物实验室和地震实验室等。深拖
实验室则是操控 6000 米深海拖曳系统
的枢纽，在这里可以对各种海底探测设
备的作业情况进行实时监视。对了，

“大洋一号”的楼层设计是一层最高、
五层最低，我住在最靠近船舱右舷舱门
的 203 房间，去船长和首席科学家所住
的 1 层，需要沿楼梯向上走一层，而要
去 3层的餐厅则向下走一层。

后甲板，是“大洋一号”全船离大海
最近的地方。站在甲板边缘，蔚蓝的海
水就在身侧，抬头可见的便是高高的吊
车和绞盘机械，这便是收放各种拖体、电
视抓斗等调查设备的关键设施，而这也
都是 10多年前改装的成果。

移动的海洋科研平台

依循国际科学考察船的惯例，“大洋
一号”船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也就是
由船上的首席科学家负责设计、规划每
天的科考安排和流程。

每天，首席会签发“作业通知单”，并
下发到作业组、设备负责人、驾驶台、绞
车间和多波束实验室，而 4 位首席科学
家助理则 24 小时轮流带班，负责任务的
实施。很幸运，我所在的第三航段，由大
洋 34 航次的首席科学家陶春辉亲自负

责，而大洋 34 航次第四航段的首席科学
家周建平也在船上工作。

“大洋一号”在海上能开展什么作
业，很大程度上要看海况如何。虽然经
过国家海洋局正式批复的航次实施方案
对每个航段的工作计划有具体安排，但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是必须的。比如
风浪大时，进行摄像拖体、近地磁力测线
难以保障船舶按照预定路线行驶，就可
以选择电视抓斗作业定点取样，再比如
瞬变电磁法探测、海底中深钻作业等对
海况要求较高，就需要在风平浪静时进
行。而海况一旦恶化，为保障安全则需
要停止一切作业，及时避风。大洋 34 航
次第三航段 3 月 1 日至 4 日，西南印度洋
迎来一场大范围飓风，我们即便向北行
驶 200 海里避风，还是经历了最大风力
11级、浪高 5.5米的可怕天气。

虽然所有者是中国大洋协会，“大
洋一号”面向全国所有科研工作者开
放。大洋 34 航次的航次组织方是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但船上还有中
国地质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
三海洋研究所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老
师和学生。“‘大洋一号’是国家层面
的科研平台，只要有与大洋相关的研究
项目需要在船上完成，就可以向大洋协
会申请上船。不在船上工作的科研工作
者，也可以向大洋协会申请‘大洋一
号’采集的样品进行课题研究。”周建
平介绍。

“大洋一号”也是我国开展国际海洋
合作的重要平台。大洋34航次就有来自
俄罗斯全俄海底地质研究所和法国的科
学家参与航次合作。34 航次第二、第四
航段还有中国大洋协会为了履行国际海
底管理局勘探合同为发展中国家培训的
两名来自尼日利亚和牙买加的科学家。

为科考事业走遍三大洋

2005 年 4 月 2 日至 2006 年 1 月，
“大洋一号”完成了我国首次横跨三大
洋的环球科学考察航次任务。“大洋一
号”首先抵达太平洋作业，经过巴拿马
运河到达加勒比海，访问联合国国际海
底管理局所在地牙买加后进入南大西
洋，经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最后返回
青岛。直到 10 年后的今天，曾亲历这
一过程的老船员季洪全还会津津乐道地
跟我们聊起当时“大洋一号”停靠南非
开普敦时的情形。

2009 年至 2011 年 3 年间，“大洋一
号”又分别执行了两次环球航行任务。
其中始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的大洋 22 航
次，从海试航程算起总航程达 11.88 万
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两周，共分为
9 个航段，历时 441 天，是迄今为止我国
历时最长的一次大洋科考。

环球科考，对于船员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因为整个航程科考调查队员
是轮换的，一次一般工作 2 至 3 个航段，
而船员往往要坚持工作更长的时间，有
的岗位甚至整个航次都不会轮换。“大洋
一号”现任实验室主任张建华当年是负
责操作绞车的实验员，对他来说，那段回
忆充满了艰辛，却格外珍贵：“在船上整
整生活一年多的确不容易，但想想能穿
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北印度洋，经过亚
丁湾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抵达地
中海，走遍三大洋，这样的经历不是一般
人能有的。”

“大洋一号”是我国大洋科考事业当
之无愧的主力船，我国目前仅有的 3 次
环球科考全部由它完成。甚至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大洋科考航次任务几
乎都由“大洋一号”执行，从大洋17航次、
18 航次、19 航次、20 航次、21 航次到 22
航次。也是从大洋 22 航次之后，“大洋一
号”执行的大洋航次任务不再连续，而是
变成了 26航次、30航次到 34航次。

这也意味着我国科学考察船不断增
多，我国大洋科考实力不断增强。崔运
璐介绍，“海洋 6 号”刚刚结束 32 航次任
务，“竺可桢号”执行过 24 航次、28 航次
任务，搭载“蛟龙号”的“向阳红 9 号”
此前和“大洋一号”共同在西南印度洋开
展作业，执行的是 35航次任务。

“雪龙号”用于极地科考、“向阳红 9
号”主要用途是“蛟龙号”母船⋯⋯与其
他科考船相比，已经有 30 余年船龄的

“大洋一号”仍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先
进综合大洋科考船之一，可以进行地质、
地球物理、化学、环境、生物等多个专业
学科的调查研究。

“‘大洋一号’正在研究新一轮的改
装，这艘船还要再用15年，欢迎你再来！”
船长曹业政在科考船上干了一辈子，对
他而言，海上的风雨再艰难，能驰骋在三
大洋，为祖国大洋科考事业建功立业，是
他一生的荣耀。“大洋一号”依旧充满使
命感的未来，还将在更多人手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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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家住农村，经常满山遍野地
窜，就为了观察蝴蝶的翅膀在太阳下透
出的迷人色彩；拿起小棍翻动地上的树
叶，寻找形态迥异的昆虫，这些都是常有
的事儿。”对大自然十分着迷的西北大学
地质系教授刘建妮，仍对儿时的生活记
忆犹新。古往今来，“生命从哪里来”这
个终极追问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刘建
妮怀着对生命的浓厚兴趣，将这一终极
命题延续为自己始终探寻的追求。

在距今约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
发生了地球上自出现生命以来最为壮观
而醒目的创生事件。在不到地球演化史
1%的时间里，迅速产生了 90%以上的动
物门类。地史学上“显生”时代的到来，
让生物化石开始有迹可循。然而，短期
内的生命爆发让很多分布狭窄、寿命短
促的过渡类群难以被发现，当前生物界
中相关证据的捉襟见肘，更让进化论一
度遭遇质疑。这个连达尔文都倍感困惑
的奇特谜题，正是刘建妮始终深耕不辍
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沿领域。

刘建妮在云南澄江的寒武纪化石库
中发现了行走在远古海底的“仙掌滇
虫”，并成功证明这种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的叶足动物，乃是蝗虫、蝴蝶、蜜蜂、蜻蜓

等现生节肢动物“遗失的远祖”。这一重
大发现不仅首次破解了节肢动物起源与
早期演化之谜，更由于展示出“叶足动
物”向“节肢动物”演化过程中的镶嵌特
征，为物种渐进演化的理论提供了确凿
的化石实证。2011 年 1 月 24 日，她的论
文被《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成功
发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刘建妮对记者坦言，刚开始从事古
生物研究的时候，也经过了一段比较困
难的时期。现生生物都是活灵活现的，而
古生物都是死的，跟现生生物比起来枯
燥许多。她动情地说：“导师舒德干院士
的一句话令我醍醐灌顶：‘你要把死的化
石慢慢看活了，这样你就能理解生物演
化的奥妙了’。正是他这句话，一直鞭策

着我走到现在，也慢慢爱上了古生物学
研究工作。导师的格言也是支持我一路
走来的无形激励：‘最令人陶醉的美丽当
属生命的精巧和神奇，最心旷神怡的享
受莫过于畅游波澜壮阔的生命长河’。”

研究古生物需要野外考察，少不了
风吹日晒，化石出产地的工作现场又有
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和繁重体力
劳动:对着坚硬的岩块敲敲打打、在地形
奇特而又人迹罕至的山区与危险擦肩而
过⋯⋯这让不少人认为古生物学更适合
男性。对此，刘建妮表示，野外采集时刻
都有重大化石发现的惊喜,这其实是一
种乐在其中的享受。真正艰辛的“战役”
往往要从回到实验室的时刻开始。

叶足动物的化石并不像人们熟悉的

恐龙那样具有粗大的骨骼，其柔软的身
躯在岩石内只留下如印模般的痕迹，刘
建妮和同事必须小心翼翼地在高倍显微
镜下不失毫厘地仔细剥离，才能保证这
些珍贵的化石不受到半点损害。比如，
她研究的神奇啰哩山虫只有 1 厘米左
右，她却要在这个狭小的身体中分辨出
头部、躯干触角、背刺等毫米级的生理结
构。为进行对比研究，还经常需要同时
观察全球其他化石库中类似的化石，并
把它们的形态特征用照片及素描的方式
记录下来，甚至还要邀请美术专业方面
学生为这些化石绘制结构精细、外观精
美、活灵活现的复原图，从而让大家理解
这些远古生命的形态及生态。

如今，刘建妮仍奔波在野外调查与
化石采集的第一线，并不断有高质量的
论文问世，她说：“对于云南澄江动物群
的研究，前人已经搭起了基本思路和骨
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复杂的材料
和线索中找到远古生命之间的联系，并
把它们所发生的故事，完整地呈现给大
家。”刘建妮也始终鼓励自己的学生“坚
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直到能
够享受孤独的那一天，一定就会见证收
获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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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是强风从地面卷起大量沙尘，使能见度恶化的
灾害性天气；又可区分为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两级。我
国西北和华北地区常根据沙尘暴出现时天色昏暗的程度，
通俗形象地称之为“黄风”和“黑风”。沙尘骤起时，朗朗晴
空，突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这种“黑风”，气象部
门称之为特强沙尘暴。

从成因、强度和危害程度上看，它不同于扬沙或浮尘天
气。强风、沙源和势力不稳定是形成沙尘暴的三大因子。
据气象部门介绍，我国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具备丰富的沙源条件；河西走廊和南疆盆地南
缘是冷空气活动的通道，加上这两个地区南侧山地地形绕
流作用，易在一定距离处形成强风带，特别是甘肃武威地区
的民勤县至酒泉地区金塔县一带，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是
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一。民勤一带的年降水
量仅11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646毫米。这样极端的气
候，具备强风条件，更容易出现强或特强沙尘暴。

沙尘暴的发生与每年春季西伯利亚高压冷气流向四周
扩散有关。但发生在什么地方，则与当地的环境状况有着
直接的关系。河西走廊周围沙漠广布、沙面裸露、日照反射
强烈，春季气温回升早，易形成高温低压区，与西伯利亚的
高压冷气流形成明显的气压差，气压差越大风力越大，出现
沙尘的原因是气流下垫面为裸露的流沙。大面积沙漠裸
露，则是每年春季河西走廊出现沙尘暴的又一直接原因。

时间分布上，强和特强沙尘暴主要出现在3月至5月，
尤其4月是沙尘暴的最活跃时期。气象学家认为：原因在
于这个时期冷空气活跃，多强风；同时，地表解冻，裸露易起
沙；再加上近地层的空气热力不稳定度也强，故在午后至傍
晚这一时段内，往往会突发较强的沙尘暴。

沙尘暴危害的重点在绿洲边缘，主要受害作物是籽瓜、
甜菜、玉米、大麦、棉花等。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则主要是看
其形成时的能见度和风速。特强沙尘暴发生时，天黑迷路，
又遭强风裹挟，会造成人畜伤亡。因此，能见度差和强风速
度大是两个主要致灾因素。

譬如，1993年我国西北发生一次特强沙尘暴，长达2.5
小时，共造成264人受伤，房屋倒塌数十间，死亡和丢失牲
畜12万头（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这次强沙尘
暴后4年间，每年4、5月间，河西走廊至少要发生一次沙尘
暴。统计资料表明，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西北地区发
生沙尘暴共57次，其中50年代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
次，80年代14次，90年代17次，频率呈上升趋势。而且，
每次都给人类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

因此，加强对沙尘暴的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十分必
要。从当前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力着手西北生态环境治理，
并尽快落实防灾、减灾措施。搞好防护林和种草固沙工作。

总之，只有自觉地保护和建设林草植被，落实专人专
责，持之以恒，才能使土地荒漠化得到有效遏制，降低沙尘
暴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

（作者系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气象学会会员）

加强对沙尘暴的预报预防
王乃仙

4 月 15 日 16 时左右，北京发生自 2002 年 3
月 20 日以来最大的特强沙尘暴天气，PM10 最
大超千——

4 月 15 日 16 时左右，北京发生自 2002 年 3
月 20 日以来最大的特强沙尘暴天气，PM10 最
大超千——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近日，一颗尺寸如大粒维生素
胶囊大小的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 Micra TPS 获得欧盟 CE
认证。虽然体积很小，但其电池寿命预计长达约 10 年，而
且还兼容 MRI核磁扫描，是一件完全独立的起搏装置。

美敦力副总裁布朗提出：“我们的团队在大幅减小设备
90%以上体积的同时，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将重塑
心脏护理领域，并会提供给患者更多更好的疗法选择。”

起搏器疗法是最普遍的治疗心动过缓（低心率）的方
法，全球每年有超过 100 万的患者植入起搏器。Micra
TPS 用于对右心室的单室起搏，适用于需要使用单腔起搏
器的患者。Micra TPS 在美国仍处于临床阶段，尚未得到
批准上市。

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获欧盟认证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获欧盟认证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近期一项关于非人类灵长
类动物的疾病研究成果在《人类分子遗传学》在线发表。中
科院遗传所李晓江研究组和云南中科院灵长类生物医学重
点实验室季维智团队合作，通过应用最新的基因打靶技术
和改进实验方法，建立了杜氏肌萎缩症疾病猕猴模型，共获
得 11 只携带有杜氏基因突变的新生猴。通过对猴子这样
的灵长类动物疾病机理的研究，所得成果可以有效地用于
新疫苗、新药等开发，对加快人类医学进步具有非凡意义。

杜氏肌萎缩症疾病是一种 X 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疾
病，为症状最严重的肌肉萎缩症。患者一般在 5 岁前发病，
发病概率为三十万分之一。该病随年龄增长会出现持续加
重的肌萎缩症状，最终导致死亡。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为了深入探索该病症的发病机理，攻克治疗难关，中科
院遗传所利用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存在密切亲缘关系的特
征，试图从灵长类动物中寻求突破。为此，近年来遗传所李
晓江研究组致力于转基因猴平台的建设。研究组首席专
家李晓江研究员在美国工作期间曾建立世界首例亨廷顿病
转基因猴模型。作为“千人计划”引进回国后，借鉴原有研
究思路，指导了杜氏肌萎缩症疾病的模型研究。

我国制出杜氏肌萎缩症猕猴模型我国制出杜氏肌萎缩症猕猴模型

图①图① 第三航段与第四航段交接第三航段与第四航段交接

顺利进行顺利进行。。

图②图② 科考队员在后甲板检查深科考队员在后甲板检查深

海钻探设备海钻探设备。。

图③图③ 前甲板的抛锚钟上镌刻着前甲板的抛锚钟上镌刻着

““ПETPПETP AHTPOПOBAHTPOПOB 19841984”，”，这 是这 是

船的出厂年份和原名船的出厂年份和原名。。 鲍晓倩鲍晓倩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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