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7日，长江水如期而至。

上午 10 时 20 分左右，随着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一句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市通水成功”，团城湖明渠隔断

闸开启。江水从闸口喷涌而出，撞入了之前已经结了层

薄冰的水面。一时间，明渠内水波流动，水位上升，冰碴

消散。

有电视台的记者跑到水渠边，拿矿泉水瓶从明渠中

舀了瓶“南水”，专门烧开了看了看，还真没什么杂质。

“我们的水质，最近都维持在二类水平以上，大部分

时候是一类。”供水地湖北省十堰市南水北调办主任王

治安咧开嘴笑了，“今天通水，我心里非常高兴。”他叫办

公室的小伙子帮他和“梦圆南水北调，建设美丽北京”的

主会场背板合影。这蓝色背景可是非常抢手，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人员、南水北调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有沿线省

市的代表，都互相招呼着要在这里留个影像。

趁背板前人不多，王治安跑上前去，有些腼腆地对

着镜头露出了个微笑。这背板的背后，就是北京南水北

调一期工程的末端团城湖明渠。在那里，来自王治安家

乡的长江水正汩汩流动。“我们为之奋斗了 12 年，我们

的干部群众为大坝工程建设、移民安置、水质保护等工

作做了很多。今天，水终于送到北京，我们感到付出都

值得了。”王治安说，“水已经进京，不过我们的责任还是

很重。我们要继续保护水质，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和考

验。下一步，在生态建设、脱贫致富和转型发展上，我们

还得下苦工夫。”王治安对记者形容，南水进京，对水源

地人民来说，如同远嫁了一个宝贝女儿，一路多有艰辛

曲折。如今女儿嫁到了，还希望受水地区能好好呵护，

珍惜每一滴水资源。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

平在通水仪式上的发言中说，不能忘记为中线一期工程

通水作出贡献的人。他强调，“南水进京不易，更应倍加

珍惜”。

一个“不易”，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更是裹着各种

滋味和记忆。

张卫红站在仪式现场第一排，她负责南水北调城市

供水方面的规划。从 1982 年起，她工作的一大重点就

是“南水北调”。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超工程推进的速度，

为了给南水留下“进京通道”，他们要不断编制规划、进

行论证，使规划与城市发展相配套。不仅如此，他们还

得在多方博弈之下，把预留出的土地给“看住”。谈及通

水，她眼角泛起了泪光：“我们干了一辈子南水北调，把

它当自己的事业，毕生精力都投入于此。此时的感受，

没法拿语言来描述。”

同样没法给自己心情找到合适形容词的，还有北京

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何凤慈。通水仪式结束后，北京南水

北调办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他们扬起胳膊，笑着喊

道：“今天通水啦！”何凤慈觉得，今天的通水是一个“伟

大的胜利”。“从建设初期到现在，我们心里很忐忑，能不

能如期通水，能不能实现一池净水到北京，12 年来，作

为管理者、建设者和组织者，这一直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情。如今清水滚滚而来，我们终于可以释然了，它不仅

代表一期工程任务的完成。长江水进入北京，这是我们

的一个梦。今天，是梦想成真的日子。”说到这里，她语

速微微放缓，声音也轻了下来，“酸甜苦辣都有，一时涌

上心头。”

接近中午，参加通水仪式的人群陆续散去。北上

来 京 的 湖 北 电 视 台 记 者 还 在 团 城 湖 明 渠 前 做 着 口

播。女记者对着镜头介绍道，长江水奔流 1432 公里终

于到京。

是的，它终于来了。此后，每年将有 10.5 亿立方米

长江水入京，京城人均水资源量增幅将超过 50％。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7日电）

南 北 共 饮 一 江 水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市通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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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长沙 12月 27日电 （记者俞
慧友 通讯员向奇志 麻成标）27 日，由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联合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天

津大学、中铁十八局等共同研发，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内首台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

道掘进机（敞开式 TBM），在长沙下线，打破

了国外长期垄断，填补了我国大直径全断面

硬岩隧道掘进机研制的空白。

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主要用

于长大硬岩隧道施工，是集开挖、支护、出渣

于一体的成套掘进设备。相较用于软土地

层的隧道掘进机，其对设备的可靠性和长寿

命要求甚高，被誉为工程机械领域的“航空

母舰”。

该台敞开式 TBM，是为掘进长度达 23

公里的国家重点工程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

供水工程量身定制。针对工程输水总干线

隧洞“长距离、大埋深、高应力、高水压、高地

温、大涌水、易岩爆”等地质特点和技术难

点，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依托国家“863 计划”

项目支持，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攻关，突破

了大直径 TBM 多系统协调技术、大功率、变

载荷、高精度电液控制系统设计与集成技

术、关键部件状态监测与诊断技术以及振动

分析及减振技术等核心技术，成功研制出达

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首台敞开式 TBM。

铁建重工副总经理、TBM 总设计师程

永亮介绍，该 TBM 为敞开式结构，开挖直径

7.93m，总长 205m，总重 1500t，装机功率超

过 5000kW，集隧道开挖、支护、出碴、通风、

排水等功能于一体，能安全环保高效一次完

成隧道施工，可将传统隧道施工工法的每月

掘进长度提高 4 倍以上，且其依靠激光导

向，掘进精度可达毫米级别。

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研制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陈瑜）12 月 26 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安东在发言中指

出，在当前意见分歧很大的前提下，

修订草案的第 45 条很可能就为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提供了法律依

据。他建议慎重考虑第 45 条有关机

动车限行的内容。

这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涉及到机动车限行的内容共两条。

第 45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

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

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

间 ，并 向 社 会 公 告 ；第 72 条 规 定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

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

“包括”限制或者禁止部分机动车

行驶等应急措施。

李安东说，第 72 条属于应急措

施，临时限行，群众可以理解。但第

45 条很可能为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常

态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辜胜阻委员也针对将“限制或

禁止机动车行驶”纳入法律条文提

出看法：“我们有必要通过停产、停

工 、停 车 的 方 式 来 治 理 大 气 污 染

吗？”他认为，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应

当提高油品质量，调整消耗煤炭较

高的产业结构，而不是以限制公民

对合法财产的使用权来解决问题。

“如果立法通过了，在重污染天气可

以限制或者禁止部分机动车行驶，

那么就给单双号限行打开了口子，

我们应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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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向阳红09”船12月27日电（记者张旭东）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26日在西南印度洋圆满完成第 88

次下潜科考，这是“蛟龙”号在印度洋首次执行科学应

用下潜，采集到硫化物“烟囱”碎片及岩石矿物样本 20

公斤。

硫化物“烟囱”也称“黑烟囱”，其成因是海水从地

壳裂缝渗入地下，遇到熔岩被加热，溶解了周围岩层中

的金、银、铜、锌、铅等金属后又从地下喷出。这些金属

经过化学反应，形成硫化物沉积在附近的海底，像“烟

囱”一样堆积起来。硫化物“烟囱”作为一种海底矿藏

日益受到关注。

现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向阳说，东四区时间 12 月

26 日 7 时 26 分（北京时间 11 时 26 分），“蛟龙”号开始下

潜，9 时 25 分到达预定深度，15 时抛载返航，17 时 33 分

回收至甲板。本次下潜“蛟龙”号最大下潜深度 3782

米，水中时间 10小时 13分钟。

这次下潜由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唐嘉陵

担任主驾驶，搭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肖湘和国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工程师张同伟。下潜中进行了潜水器系

统状态复核，完成了测深侧扫系统功能复核，初步探查

了非活动硫化物区域范围，在非活动硫化物区域内进

行了现场地热、溶解氧测量与取样，获取了硫化物“烟

囱”碎片及岩石矿物样本 20公斤，还进行了大范围环境

参数测量与近底海水采集。

“我们还采集到了海底沉积物样品，这对海底热液

区微生物研究很有价值。”肖湘说。

根据现场指挥部决定，下潜结束后“蛟龙”号母船

启程奔赴新的作业海区，预计 29日晚抵达。

“ 蛟 龙 ”号 载 人 潜 水 器 正 在 西 南 印 度 洋 执 行

2014—2015 年“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中国大洋 35

航次）第二、三航段科考任务，为期 120 天。这是“蛟

龙”号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和距离最远的一次征程，

预计下潜 20 次。

“蛟龙”号采集到印度洋海底“烟囱”碎片

12月 18日，海军航空

工程学院某装备大厅，参

照某型舰的战位 1∶1 建造

出来的模拟训练系统紧

张运转。一群来自该舰

的官兵配合默契、紧张有

序，正在使用这套系统进

行保障演练。

这 套 系 统 的 研 发 者

是该院兵器科学与技术

系马登武教授，一名为我

国海军航空军械事业鞠

躬尽瘁的军校教员。

3 月 15 日，马登武因

肝癌晚期医治无效，永远

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

他还不到 50 岁。生命最

后的日子里，他说：“如果

知道生命这么短暂，我会

更加努力工作。”

其实，入伍 31 年来，

马登武几乎没有一天真

正休息过。作为海军航

空武器专家，他实现某型

战机军械系统的完全自

主保障；主持研制的 20 多

项科研项目紧盯部队急

需，部队使用满意率保持

100％ ；走 遍 某 大 型 舰 船

上和专业相关的每一个

舱室，亲手绘制结构示意

图，为该舰的航空保障作

出重要贡献……

一 名 白
发 苍 苍 的 上
等兵

海军航空装备技术保

障理论研究专家委员会委

员、海军航空装备技术保

障专家、海军航空工程学

院某专项办公室现场办主

任……翻开马登武的履

历，记者心生敬佩。

作 为 教 学 经 验 丰 富

的军械装备专家，马登武

的名字早早地进入了海

军机关视野，被委以牵头

培训某型舰航空保障官

兵的重任。

为快速了解新装备，

他学完了能找到的所有相

关资料。为了解舰载机的

整体性能，他先后到部队工厂调研 20多次，足迹踏

遍所有和某型舰相关的单位。短短 3个月，他从门

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改造中的某型舰，舱室内油漆味、铁锈味以及

烟尘等交织在一起，让人呼吸困难、难以忍受。特

别是，船体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多层甲板、几

十个分区、几千个舱室……光是走一遍就相当于

爬过百余层楼。然而，马登武却拿着尺子，一个舱

室一个舱室地量，一寸一寸地量，整整用了 7 天的

时间，把与专业有关的数十个舱室不厌其烦地

“摸”了一遍又一遍。

白天爬舱室，晚上他便一点点将舱室和管线

布局，各类设备的接口等，全部按精确比例绘到纸

上。部门长看到那一沓密密麻麻标记的图纸，惊

讶不已：“工厂来的师傅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也难

见这么认真的！”

依据这些数据，马登武带领科研团队研制出

某训练模拟器，为某型舰培训了半数以上的相关

专业人才。

除了现场开展业务强化培训，马登武还结

合装备实操，为舰上装备部提出了关于保障流

程、管线布控等 10 多项合理优化建议，全部被采

纳应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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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队员正在从“蛟龙”号采集到的硫化物样品上提取微生物（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蛟龙”号采集到的海底硫化物样品（12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摄

右图 参加通水仪式的嘉宾在仪式现场品尝来自
丹江口的水。

下图 12月 27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
终点团城湖明渠开闸放水。 新华社记者 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