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雪

出野外尽管辛苦也很危险，但收

获极大，是科研生涯的宝贵经历。在

综合考察队中，往往有气象、地质、地

球物理、地理、动植物等不同专业的队

员，和他们开交流会特别能扩展自己

的知识面。

朱立平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 日 ，长 江 源 区 过 去 近 1 万 3 千 年 古 气

候 变 化 记 录 得 以 重 建 。 研 究 人 员 利 用 青 藏

高 原 中 部 唐 古 拉 山 区 赤 布 张 错 湖 泊 岩 芯 沉

积物的多指标数据分析得出：该区域经历了

从冷干到暖湿再到凉干的过程，目前呈现暖

湿化趋势。

这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朱立平带领团队成员完成的科研成果。朱

立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简单描述他的科研工

作，就是到青藏高原的湖泊上打回岩芯，然后全

面地研究这些岩芯。

采集岩芯是一个听起来很酷炫的“户外项

目”。

在广袤壮美的青藏高原上，乘坐橡皮艇来到

湖中央，爬上用浮筒或者浮箱搭建起来的约十几

平方米大、可载重 3至 5吨的作业平台，把活塞采

样器放下水，穿进湖底的泥里，然后得到一个岩

柱。用活塞采样器打岩芯，最长可以打到 30米，

再长就要用到机械钻探设备。

不过，实际操作并不如描述那般顺利。

“2008年 9月，那次是和德国科研人员合作，

在西藏纳木错，我们团队 3 个人和 3 个德国人一

起坐船。去程风平浪静，从营地到作业平台只用

了 1小时，但完成作业后要返回时起了大浪。”朱

立平说，当时平台被大浪掀起，人在上面根本站

不住。

回程的 3 个半小时，可能是这 6 个人人生中

过得最长的 3 个半小时。“船是呈 45 度角‘切’

着浪走的，我的学生在船头拿着盆不停往外舀

水，我在船尾开船，全程船上没人说话。”朱立

平说，遇上这种情况，最怕发动机熄火，给油要

恰到好处，油加太多会“憋死”，油不够又会熄

火。说到此处，朱立平流露出对自己开船手艺

的一丝得意。

6 个人回到岸边营地，已是下午 6 点多。他

们的冲锋衣、抓绒衣、秋裤等里里外外的衣服全

部都湿透，与刚从水里捞出来无异。朱立平说，

幸好大家穿得多，幸好风浪之后出太阳了，不至

于失温。“后来，我们赶紧钻进睡袋哆嗦了半个小

时，才缓了过来。”他回忆道。

人们印象里静谧的高原湖泊，竟如此凶险。

朱立平的开船技能，在 20多年的乘风破浪中，变

得愈发熟练。

西藏纳木错上的好“船夫”

取之不易的岩芯，就像尘封在湖底的年轮，

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把岩芯纵向剖开，先观察它的颜色、纹理

等，做一个岩性的初步判断。然后进行 X 光扫

描，看它的密度、元素含量、磁化率等。磁化率高

的部分一般表示当时的气候偏温暖，磁化率低就

表示偏寒冷。”朱立平说，一般我们还要做孢粉、

生物标志化合物等指标分析，如果岩芯的某段扫

描指标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就在该段加大样

品的取样间隔、提高时间分辨率。

青藏高原的湖泊沉积物有着自身的特殊

性。朱立平说，冰川融水等过程，可能把更古老

的碳搬运到湖底沉积下来，所以用常规碳 14 方

法测年后，还要用铯 137 和铅 210 两种放射性同

位素测年，进行矫正，排除老碳效应。

从岩芯中寻找证据、利用“蛛丝马迹”做古

气候研究，现在这只是朱立平科研工作的一部

分。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一个关键任务是回

答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有多少水。

“亚洲水塔”的水有三种相态，固态的冰川、气

态的水汽和液态的湖泊。朱立平的测湖工作

也由此展开。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 47600 多平方公里，占到

全国湖泊面积的一半以上。朱立平说，用遥感技

术可以知道湖面有多大，但湖水多深不知道，湖

水是淡还是咸也不知道。所以，就要测量这些湖

泊，进而掌握储水量、水质等数据；再通过进一步

的研究，就能够预测这些湖泊未来的变化。

目前，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测湖工作已经实测

湖泊 32000多平方公里，测得储水量 8000多亿立

方米，其中淡水只有 10%左右，大部分是微咸

水。纳木错是青藏高原上储水量最大的湖泊，相

研究古气候和现代湖泊
朱立平深深热爱着这份能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的工作，尽管所学的地理专业并非高考第一志

愿。1984 年，距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录取

分数线仅 5分的他，被调剂到南京大学地貌与第

四纪专业。

“刚入学的半年，我有些抵触，那时候地理专

业比较冷门。直到偶然逛书店买了本科普书《漂

移的大陆》，这是本由同济大学教授金性春编写

的 200 多页的小册子。我从下午一口气读到晚

上，熄灯后还打了 2小时手电把它全部读完了。”

朱立平说，这本书激发了他对地理的兴趣，所以

他一直特别重视科普。

朱 立 平 还 记 得 ，大 学 4 年 他 每 年 都 出 去

实 习—— 去宜兴看喀斯特地貌、去太湖看湖泊

地貌、去三峡看断裂活动构造、去庐山进行综合

自然地理实习看土壤和植被……在实地野外考

察中，朱立平愈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吸引。

1988 年，朱立平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学位，他的导师是我国

去南极考察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读研

第二年，我就去了喀喇昆仑山出野外 67天，那是

我第一次见到雪山、冰川，第一次跟外国科研人

员合作，第一次接触在湖里采集岩芯的工作，当

时觉得这种方法真先进。”他回忆道。

在这次出野外中，朱立平经历了至今令他难

忘的一次感冒。在海拔约 5000 米的龙木措，一

个被叫作“死人沟”的地方，因为白天天气热，他

兴奋地去水里洗了个澡，但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很

大，太阳落山后他马上就感冒了。他至今也想不

起来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

的，反正一路昏昏沉沉，然后住进队友给搭好的帐

篷里，一躺就是两三天。期间，他吃不下饭、起不

来身，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感冒导致的高原反应。

朱立平说，出野外尽管辛苦也很危险，但收

获极大，是科研生涯的宝贵经历。在综合考察队

中，往往有气象、地质、地球物理、地理、动植物等

不同专业的队员，和他们开交流会特别能扩展自

己的知识面。野外工作任务重，工作类型也杂，

队友们得互相协助，这些历练对以后的成长非常

有帮助。

因一本科普书走近地理

朱立平朱立平：：倾听高原湖泊倾听高原湖泊““芯芯””里话里话

当于两个半三峡水库。

“那最深的湖在哪儿呢？现在类似这些‘之

最’问题都可以回答了。”朱立平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青藏高原上最深的湖是位于西藏那曲地区尼

玛县的当惹雍措，深度为 214米。

受全球变化影响，青藏高原上的湖泊正在扩

张。“我们的同事曾在 2016 年预测，到 2025 年青

藏高原湖泊面积将增加 4000 平方公里，现在它

已经增加了近 2000 平方公里，预测基本准确。”

朱立平说，到本世纪中叶，这些湖泊仍存在扩张

趋势。这种扩张改变了水循环，对我国东部降水

格局有很大影响。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就

是一颗螺丝钉崩出来，都跟

子弹出膛一样，打到哪儿都

得留个洞，能不害怕吗？可

我们干潜艇的，就得敢闯深

海大洋，就得敢跟死神“掰

手腕”。

郭金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某
潜艇基地一级军士长、电工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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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利 占 康

匠心追梦人

周一有约

“太空里的一小步，航天事业的一大步。”

回首自己的航天路，神舟十二号指令长聂海胜心生感慨：“20多年，3

次‘飞天’。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每一大步里。”

神六：继续努力，绝不放弃

1998年 1月，聂海胜光荣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

入选，并不意味着拿到“太空入场券”。神舟五号飞行任务，聂海胜成

为备份航天员，与飞天梦擦肩而过。

不久之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提上日程。

这次，能不能入选？聂海胜曾在心里问了千百次，而答案只有一个：

继续努力，绝不放弃！

每次载人飞行航天员乘组的选拔，都要“重新洗牌，从零开始”，这意

味着，作为“神五”备份的他，和战友们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就在选拔训练的关键阶段，聂海胜的母亲突发疾病。他心急如焚。

然而，面对紧张急迫的备战工作，权衡再三，他忍痛让妻子回到老家，和弟

弟一起照顾母亲。而他自己，依然坚持在训练一线。

就在此时，组织得知了聂海胜的情况，特批他回老家探望。

家人对他的事业无比支持。弟弟拉着他的手说：“哥，你放心地回吧，

家里有我在。你尽忠，我尽孝！”

3天后，聂海胜又出现在训练场。

经过高强度的训练，他熟练掌握了所有飞行程序及操作规程，在单项

考核中，出现了整个考核中难得一见的满分。最后，聂海胜以优异的成绩

入选神舟六号飞行任务乘组。

2005 年 10 月 12 日到 16 日，费俊龙、聂海胜乘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在

轨飞行 120小时，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

神六任务的圆满收官，标志着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任务目标顺利完

成。而聂海胜也在成为航天员近 8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圆梦太空。

神十：成绩清零，一如既往

神六之后，聂海胜迎来了飞天生涯中的第二个 8年。

这期间，他先后获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航天功勋奖章”、感动

中国 2005年度人物。

太空失重，心灵不能“失重”。聂海胜一次次将成绩清零，一如既往地

学习、苦练、参加乘组选拔。

荣誉待遇都有了，又已近知天命之年，为什么还要飞？“飞行是我的职

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或士兵，都因使命而光荣。”聂海胜说，“只要我还

能飞，就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接受挑选，为祖国出征太空。”

2013年 4月，聂海胜和张晓光、王亚平以优异的成绩入选神舟十号飞

行任务乘组。这次任务由聂海胜担任指令长，带领两位没有太空飞行经

验的战友出征太空，同时，他还承担手控交会对接任务。

手控交会对接，被喻为“太空穿针”。这对航天员的认知、操作技能、

风险预判和心理能力等方面都提出了挑战。

6月 23日 8时 26分，继神舟九号航天员刘旺首次完成“太空穿针”后，

聂海胜再次验证手控交会对接技术。

前后、左右、上下、滚转、俯、偏航……聂海胜操作手柄，对飞船 6个维

度 12个方向进行动态、实时、精确控制。

10 时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环接触，7 分钟后，两个飞行

器连接成组合体，对接成功。

6月 26日早晨，在圆满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后，神舟十号飞船于

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返回，宣告着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任务完

美收官。

神十二：初心不忘，时刻准备

2014年，聂海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

他与全体航天员坚持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和重

大试验任务圆满完成。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航天员群体荣获“时代楷

模”“最美奋斗者”称号。

“他正直坦诚、谦虚随和、朴实厚道，是一位难得的好战友、好领导、好

大哥。”这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2019年 12月，聂海胜再次拿到“太空入场券”，和刘伯明、汤洪波一起

入选神舟十二号任务飞行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空间站任务在

轨飞行时间长、操控难度大，对选拔训练要求显著提高。

已50岁有余的聂海胜一直跟其他航天员一样——训练，训练，再训练。

经过地面大量的训练和在轨预试验，所有程序已经滚瓜烂熟，所能想

到的各种意外情况都做了预案，这一次，聂海胜信心百倍。

6 月 17 日，他与刘伯明、汤洪波一起，踏上了飞天征程。这是聂海胜

第三次飞向太空。

飞天之路不是浪漫的散文诗，这个8年，每一步都倾注着心血与汗水。

“我的初心是出征太空，我的使命就是圆满完成任务，我的状态就是

时刻准备着。”这，是这位特级航天员的心声。 （据新华社）

他三次“飞天”

见证载人航天灿烂征途

艳阳高照，宁静的军港上，“水下先锋艇”旗

帜迎风飘扬。在雪白军装的映衬下，一位驰骋

大洋数十万海里的老兵渐生华发，却依然身姿

挺拔、双目有神。

这 位 老 兵 名 叫 郭 金 海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一级军士长、电工

技师。

6 月 28 日，郭金海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荣誉称号。“我崇尚荣誉，更注重老一辈核

潜艇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未来，我更要兢兢业

业完成好各项任务，传递好核潜艇精神的接力

棒。”他说。

3个月掌握电气系统技术参数

核潜艇的电气系统犹如人的神经网络，连

接着艇上的每个角落，仅电机就有几十台，其

电缆长度加起来有上百公里……这个“网络”

中，哪儿容易出问题，郭金海一清二楚。

18 岁那年，郭金海当上了潜艇兵，成为核潜

艇上的一名电工技师。登艇第一天，看着眼前通

体黝黑、被中央军委授予“水下先锋艇”荣誉称号

的核潜艇，郭金海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上了先锋艇，就要当先锋。”从那以后，郭

金海就“铆”在了艇上。遇到不懂的，他就翻资

料；碰到不会的，他就向他人请教。有时为了

弄清一个小问题，他能把上百份资料来回翻上

好几遍。

登艇 3 个月后，在同期兵中，郭金海首个做

到了技术参数“一口清”、开关旋钮“一摸准”、

操纵流程“一遍过”。

郭金海的进步是神速的，用战友们的话说，

他的成绩都是努力干出来的、时间熬出来的、

失败泡出来的。

有句话叫“艇动三分险，生死一瞬间”，说的

就是潜艇兵工作的危险性。而大深度潜航的风

险，可不只“三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长

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大深度潜航试验时，因

海水管道破裂导致艇毁人亡。

某年秋天，郭金海随某新型核潜艇执行大

深度潜航试验任务。出航前，很多任务官兵和

参试的厂家院所工作人员都写下遗书，但郭金

海坚持不写。不少战友疑惑地问他，“你不知

道这次任务的风险有多大吗？”郭金海平静地

说：“在艇上干，时时处处有风险，只不过这次

稍微大一点，我只想着把任务完成，没考虑过

失败了之后会怎样。”

幽静的深海，潜艇悄然朝着极限深度发起

冲锋，50 米、100 米、200 米……艇员耳边传来耐

压艇体受压发出的“嘎嘎”声。

看着一块钢板被一点一点压弯，郭金海镇

定地站起来，对战位上的年轻同志说：“即将到

达预定深度，大家不要紧张，一定要操纵好仪

器设备。”话音未落，就听“砰”地一声巨响，一

根管线突然发生渗漏，水瞬间喷涌而出。郭金

海条件反射地扑下身子，紧紧护住身下的某重

要电气设备操纵台，同时立即组织战位人员实

施损害管制，第一时间堵住了漏点。

多年后，回忆此事，郭金海说：“在那么大的

压力下，就是一颗螺丝钉崩出来，都跟子弹出

膛一样，打到哪儿都得留个洞，能不害怕吗？

可我们干潜艇的，就得敢闯深海大洋，就得敢

跟死神‘掰手腕’。”

冒着生命危险登艇远航

因为工作需要，郭金海常与核反应堆打交

道。尽管每次进堆舱都是全副武装，工作时间

也严格控制，但每次远航归来，他的白细胞数

值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次，疗养中的郭金海，无意中听战友提起

潜艇又要远航，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么

重要的任务，咋不早点告诉我？”

战友看他着急的样子，赶忙解释道：“你身

体 免 疫 力 下 降 了 ，到 海 上 要 是 吃 不 消 ，怎 么

办？”郭金海沉默了，耳边又想起医生的话：“如

果白细胞数量再减少，神仙也救不了你！”

然而，两天后带着医生开出的几十天剂量

的改善免疫力的针剂和口服药，郭金海还是上

艇了。看到技师回来了，班里的士兵喜出望

外，围着他说：“技师，只要你在艇上，我们出海

心里就踏实。”

这些年，郭金海先后执行 30 多项重大战备

训练任务，成为我国新型核潜艇电工专业领域

专家型人才。不过，郭金海觉得，一人强不算

强，只有整体过硬，才能更好地服务部队。

于是，郭金海主动开办“水兵夜校”，向年轻

官兵传授经验；多次参加基地工作交流会，毫

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做法。在郭金海的影响和带

动下，2 名电工技师荣立二等功、60 余名电工技

师成长为专业技术骨干。

郭金海：守护水下先锋艇的“神经网络”

◎董海运 羡 崑 本报记者 张 强

6 月 17 日，聂海胜
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出
征仪式上敬礼。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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