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化石复原形象而绘制的奇异滤齿龙水下场景图。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

中文版《北极航行指南（西北航道）2015》近日出版

发行。有报道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前不久也筹划今

年北极东北航道航行工作……北纬 66 度 34 分纬线圈

以内的区域成为瞩目的焦点。

“随着北极开发利用时代的来临，围绕可持续发

展需求和适用于北极独特环境的应用科技研究愈发

受到重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主任

张侠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但我国北极科学研究尚处于

初步阶段，针对北极特殊条件下的应用技术研究几乎

接近空白。

我国北极科考起步较晚，1999 年才首次派船前往，

至今已有 6次。张侠说，目前国家海洋局组织的北极考

察主要是在北冰洋的东部和黄河站区域，围绕气候变

化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

“我国极地研究是个相对封闭和弱势的小圈子，希

望更多人加入这个行列中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

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设立北极工作领导小组，提升科技在我国北极

工作中的支撑能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并不遥远的北极

自 1995 年参加我国民间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后，北

极成了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赵进平终生的研究方向。

目前，赵进平正在为今年即将开展的两个国际合

作北极科考航次而忙碌。如果一切顺利，他去北极的

纪录将刷新至 17次。

“我国虽然不是一个北极国家，领土最北端距离北

极圈有 1400 公里，但气候变化与北极息息相关。”在赵

进平看来，研究北极对我国意义重大。

今年 1 月，一场“霸王级寒潮”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全国数百个城市最低气温刷新历史纪录。

话题背后，是一个听起来稍有些生僻的专业名词：

北极涡旋。正是它的南下，使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北

半球温度骤降。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北极海

冰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北极涛动和厄尔

尼诺不能解释过去持续异常的降雪和低温天气，北极

海冰快速减少，也许是导致我国冬季极端降雪和严寒

频发等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这群学者中就包括赵进平。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

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总结出规律，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随着气候增暖，近年来这片区域的影响力已远超

气候变化范围，北极所有权争夺越来越激烈，资源开发

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尚未形成稳定的前沿研究团队

“北极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但现在数据太

少，突破性进展不多。”赵进平解释说，“因为北极圈太

大了。”

因为种种原因，每次北极科考，“雪龙”船在北冰洋

附近只停留 45天左右，即使全力以赴，获取的数据也有

限。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都来自夏天，而北极对全球

的影响是全年的。

如今国际同行的做法是，努力在北冰洋上投放大

量长期连续工作的仪器设备，获取全年数据。

2015年，由赵进平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 973计划

项目立项，投放的冰基海洋剖面浮标至今已在北冰洋

运行 260多天。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北极研究领域唯

一的“973”项目。

张侠给记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科

研人员发表 140 篇有关北极的 SCI 科学论文。据不完

全统计，当年从事北极研究的科研人员约 190余人。“从

资金投入、科技人员和论文成果数量看，规模偏小。虽

然个别领域有部分研究成果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尚未

形成稳定的北极科技研究前沿团队。”（下转第三版）

“北极热”的冷思考：科技支撑水平亟待提高
本报记者 陈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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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靳莹 记者冯国梧）日

前，天津大学封伟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设计出

国际首个光敏分子/纳米模板复合结构，并制备

全新的单枝/双枝偶氮苯分子共价接枝石墨烯

杂化材料，突破了分子级光热能存储与可控释

放的难题，为未来太阳能的高能、长效存储与转

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和设计方向。相关研

究成果在线发表于材料化学领域顶级期刊

《材料化学杂志》上。

光热直接转换与存储技术是颠覆传统能

源利用方式，提供清洁稳定能源的一种新技

术，其中分子级化学储热材料是科学家们研究

的热点和难点。封伟团队制备的偶氮苯/石墨

烯杂化材料是一种全新的、可直接进行“光能

存储——热能释放”的分子级化学储热材料。

实验结果表明，偶氮苯/石墨烯杂化材料的储

热密度达到138Wh/kg，是现有该类材料储热

密度2—3倍，为国际报道的最高值。

该材料具有突出的光储热循环特性和

光可控释放特性，能实现 50 次的光储热循

环，相当于可连续使用 4.5年。

如何实现光可控能量释放？封伟介绍，我

们把偶氮苯接枝在石墨烯上，相当于给石墨烯

安装了一个“光开关”。石墨烯借助“眼睛”偶

氮苯，不仅能“看见”光还能接受光的调控，“听

话”地吸收并储存光能，以热能形式释放。

封伟说，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优化光

储热材料的分子结构，并构建分子级光储热

器件。未来这样的器件可为航空航天、汽

车、自适应保温服等需要热能与温控的系统

提供热能输出，提高能源供给效率。

天大设计出光敏分子/纳米模板复合结构
突破分子级光热能存储与可控释放难题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交通运输部近日召开发

布会宣布，中文版《北极航行指南（西北航道）2015》正

式出版发行。该指南与 2014 年出版的《北极航行指南

（东北航道）》一起，作为“北极航线使用说明书”，将为

船舶航行北极航道提供可靠实用的航行参考。

北极西北航道是指从太平洋经白令海峡进入北冰

洋，通过美国阿拉斯加北岸、加拿大北极群岛、格陵兰

岛再进入北大西洋的航线。该航道最大的优势在于拉

近了北美洲、北欧和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距离，比现在经

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航线要缩短三分之一的航程，被

称为“全世界最有效益的便捷航道”。目前，北极西北

航道在特定时段已初步具备了通航条件。

此次出版的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指南，涵盖了北极

地区地理环境以及西北航道的水文、气象、碍航物、水

道航法、助航设施、救助服务、港口服务等安全保障资

料，对航经该水域的船舶具有一定的航行参考价值。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虽然海冰融化使北极航道通航条件大为改善，但

现阶段实现北极航道商业化运营仍面临着一些风险

和挑战。

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指南出版

4 月 20 日，“黄胖鱼”回

家了。这条长相萌萌的“黄

胖鱼”，历经三个多月的印

度洋海底探险，终于顺利完

成了所有试验探测任务，载

誉归来。

其实“黄胖鱼”有一个

很 高 大 上 的 名 字 ：潜 龙 二

号。大名鼎鼎的“蛟龙号”

是 它 的 亲 戚 。 它 是“ 十 二

五”国家 863计划“深海潜水

器技术与装备”重大项目的

课题之一，中科院沈阳自动

化所是它的诞生之地。

中国水下机器人的探

索已有 30年，这一次，“黄胖

鱼”的海底探险，有哪些新

的 突 破 ？ 又 意 味 着 什 么 ？

新华社记者将揭开它的神

秘面纱。

探秘深海石
林，首次征服中
脊海底

长 3.5 米，通体鲜黄色，

头尾各有两个红色“鱼鳍”

型推进器，“潜龙二号”看上

去就像一条黄胖鱼。

1 月 10 日 8 时许，西南

印度洋，海面风平浪静。但

在深达 3000 多米的海底却

崇 山 峻 岭 ，最 大 落 差 高 达

1000 多米。与此前在湖中

和浅海的“模拟考试”不同，

“黄胖鱼”要在这里完成它

的第一次大考。

在 止 荡 绳 的 牵 引 下 ，

“黄胖鱼”缓缓由“向阳红 10

号船”的后甲板没入水中。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

员刘健此刻既激动又紧张，

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黄

点逐渐消失在蔚蓝色的大

海里，才忙着回到监控室。

作为“潜龙二号”总设计师，

“黄胖鱼”就像刘健的孩子。

这时，研发团队的所有

人也都簇拥到监控室，全神

贯注地看着屏幕。“黄胖鱼”

每隔 24 秒出现一个新的数

据，并逐渐形成运行轨迹。

约半小时后，“黄胖鱼”到达

预定深度，开始自主航行。

“有时候数据会超过一分钟甚至更久不更新，心里

就有点着急，过一会运行轨迹又出现了，才松了一口

气。”“潜龙二号”软件负责人徐春晖说，印度洋中脊海

底环境复杂，作业难度极大。稍有不慎“黄胖鱼”就会

发生碰撞，甚至一去不复返。

为了提高“潜龙二号”海底实战力，研发团队改进

了传统的回转型设计，使用立扁形设计和可旋转推进

器减少行进阻力，还首次采用基于前视声呐的避碰控

制方法。刘健说：“本次探测时的一次下潜探测中，就

触发了 90次避碰，它都有效规避了，没有发生一起触碰

事故。”

近 90 天的海试中，“潜龙二号”首次成功完成了

对“海底黑烟囱”——深海硫化物热液区的探测，这

个区域富含铜、锌、铅、金与银、钴、锰等金属元素。

单次下潜最长时间超过 32 小时，最大深度超过 3200

米，连续 4 个长航程成功探测成绩为我国深海机器

人之最。同时“黄胖鱼”还拍摄到含有硫化物、玄武

岩、贝壳及多种未知名字的鱼虾类生物高分辨率照

片 300 多张，为将来硫化物矿区的评估及科学研究提

供了重要依据。

三十年磨砺，大国工匠显身手

75岁的封锡盛，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水下机器人

从零起步到发展壮大全过程。

上世纪 70 年代末，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

松院士提出发展水下机器人。1986 年，中国研制出我

国首个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1995 年诞生了“CR－

01”6000 米水下机器人，但二者均为原理型样机，没有

进入实际应用。

2010 年以后，水下机器人发展进入“快车道”。“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在 7000 米级海试中打破世界同类型

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紧接着，无人系列的“潜龙

一号”和“潜龙二号”也横空出世。

屈指一算，从“海人一号”到“潜龙二号”，中国水下

机器人整整走过 30 年，科学家的不懈追求让它“游”得

更深更远。

“研制‘海人一号’之前我都没见过水下机器人什

么样，全靠团队自主摸索。”封锡盛说，研发 1000米自主

水下机器人时，靠全国大协作，几十家单位院所联合攻

关；研制“CR－01”时，和俄罗斯科学家合作，从 1000米

直接跨越到 6000 米，克服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重重

困难……作为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潜龙二

号”，可以说标志着中国水下机器人发展进入到一个新

阶段，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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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李大庆）北京时间

7 日凌晨，国际科技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表文章，介

绍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一种奇特

的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奇异滤齿龙（Atopodentatus

unicus）外貌的情况。这种爬行动物与所有已知动物的

外貌大相径庭。

2014 年初，一种奇特的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在我国

西南腹地被发现。这种动物生活在 2 亿 4 千万年以前

的三叠纪中期，其特殊之处在于异常怪异的头骨结

构。研究显示，该物种的上颌垂直生长，因此看起来吻

部呈钩状，且纵向分叉，口腔中遍布细密的栅栏状牙

齿，是海洋爬行动物中罕见的滤食性类群，因此被命名

为“奇异滤齿龙”。对新物种的介绍一经发表，国际古

生物学界的相关领域一片哗然，互联网上涌现出大量

千奇百怪的复原图。

“我无法接受此前研究者对化石头骨的记述和认

识。但基于当时的标本，也很难提出更合理的解释，可

以肯定的是仅就外貌而言，它一定与所有已知物种大

相径庭。”研究团队的项目负责人李淳研究员说，“我唯

一能做的就是寻找更好的标本，寻找新的研究机会。”

去年，奇异滤齿龙的新化石被发现。尽管它不完整，

但幸运的是头骨部分保存完好，而且是背面和腹面各一

块。经过长时间的化石修理，两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形和扰

动的头骨从围岩中暴露出来。“与此前的研究者相比我们

非常幸运，因为这样完美的标本研究起来很简单。”李淳表

示，和当年的预期基本一致，新标本显示动物的吻部并非

竖直生长，而是夸张的横宽。口腔中的牙齿一共有3种类

型，分别用于啃食和过滤藻类，是植食性海洋爬行动物的

最早记录。“这种结构令人震惊，头骨吻端的夸张变化见于

某些史前两栖类以及现代的双髻鲨，尽管情形并不完全相

同。现在我们首次在爬行动物中观察到这种罕见现象，大

家私下里叫它‘锤子头（hammerhead）’”。

据此，研究人员塑造了这种罕见化石的全新形象。

奇异滤齿龙新化石的发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

相貌怪异、行为奇特的史前“海怪”，更重要的是它表明

了中生代早期海洋爬行动物对辐射的适应似乎远远超

过此前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海洋爬行动物起源于三

叠纪早期，可是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人感觉到，也许应

该到二叠纪的石头中去碰碰运气了。”李淳说。

科学家复原“锤子头海怪”奇异滤齿龙全新形象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7 日电

（记者徐玢）5 月 9 日，我国中、

西部地区公众将看到一颗“黑

痣”在太阳表面滑过。作为今

年最值得期待的天象之一，水

星凌日将在这一天上演，水星

将自东向西从太阳前方穿过。

只有水星和金星这两颗内

行 星 会 发 生 凌 日 现 象 。 凌 日

发 生 的 原 理 与 日 食 相 似 。 当

行星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中间，

三者近似成一条直线时，太阳

光 部 分 被 行 星 遮 挡 。 从 地 球

上 可 观 测 到 一 个 小 黑 圆 点 在

日面缓缓移动。与日食类似，

凌 日 也 分 为 5 个 阶 段 ：凌 始 外

切、凌始内切、凌甚、凌终内切

和凌终外切。

天 文 预 报 显 示 ，本 次 水 星

凌 日 的 凌 始 外 切 为 北 京 时 间

5 月 9 日 19 时 12 分 ，凌 始 内 切

为 19 时 15 分 ，凌 甚 为 22 时 57

分 ，凌 终 内 切 为 10 日 2 时 39

分，凌终外切为 2 时 42 分。我

国中、西部地区可观测到带凌

日落，且越往西可观测时间越

长 。 例 如 乌 鲁 木 齐 可 以 从 19

时左右开始观测，观测时长两

个 多 小 时 。 而 在 我 国 最 西 端

的喀什，观测时间可长达近三

个小时。凌日期间，水星如同

一 颗 黑 痣 从 太 阳 东 部 边 缘 进

入并向西移动，直至消失在西

部边缘。

水 星 凌 日 并 非 常 见 天

象 。 天 文 专 家 表 示 ，大 约 每

100 年 发 生 13 次 水 星 凌 日 ，且

大多发生在 11 月和 5 月，两者

发生次数之比大约为 7∶3。

上 一 次 水 星 凌 日 发 生 在 2006 年 11 月 9 日 。 如

果 错 过 今 年 的 水 星 凌 日 ，要 等 到 2019 年 的 11 月 才

有 可 能 目 睹 这 一 罕 见 天 象 ，而 且 我 国 可 见 区 域 很

小 。 如 果 期 待 一 场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可 见 的 水 星 凌

日，那么至少还要等待 16 年，直到 2032 年 11 月。

水星在我国又被称为辰星，是太阳系八颗行星

中距离太阳最近，也是体积最小的一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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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角力的应对，领土完整的保证，海洋权益的维

护，都让今日的我国国防，尤其是空军的责任，变得愈

加重大。

而 鹰 击 长 空 ，空 空 导 弹 便 是 战 机 的 尖 喙 与 利

爪。能否在祖国和人民利益遭遇侵犯时，及时、精

准、有力给予回应，不仅考验着中国空空导弹的科

研水平，也对产品的品质，即制造工艺，提出了最高

要求。

面对这一挑战，以工艺大师鲁宏勋为代表的中航工业

空空导弹研究院（以下简称“导弹院”）人，用敬业、创新、传

承的“工匠”精神与报国之心，给出了值得信赖的答案。

敬业源于使命

1944 年，濒临战败的德国研制出世界首枚空空导

弹，从此，这种锋利“飞矢”取代了机枪、机炮，成为空中

较量的主角。时至今日，周边形势与国家战略的变化，

让空空导弹于我国国防的意义不断提升，对其技术、品

质的要求亦倍加苛刻。

对于包括导弹院在内的所有军工企业而言，高标

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出生”之日起，“做到最好”

就一直是践行不辍的原则。然而，要真正将其落实到

现实中，需要的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专注。

1983年，20岁的鲁宏勋从导弹院技校毕业，分配到

十一分厂当钳工。从此开始了自己与“制造”密不可分

的工匠生涯。

三十三年过去了。从技校毕业的一名普通工人，

逐步成长为技术工人专家、我国数控加工界的精英，个

人荣誉可谓不计其数：导弹院“鲁宏勋班”班长，高级技

师，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

大奖获得者，中国十大高技能人才楷模，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航空报国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鲁宏勋的成功，靠的是什么？

在河南省技术能手、数控车高级技师秦磊眼中，鲁

师傅影响自己至深的，除了高超的技艺，更是严谨、敬

业的工作态度。

“他常告诫我，急于求成的习惯不是好事。无论是

简单易加工的零件还是复杂件，千万不要急于加工。

要先把图纸真正看懂了、吃透了，再开始思考加工步骤

和方法。就算编完程序后也不能大意，要多检查。”

在徒弟的眼中，鲁师傅的每一次成功，都和他谦虚

严谨、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分不开。这也是全国技术

能手、高级技师、鲁宏勋班成员王宝栋最为认可的。

“ 师 傅 干 活 时 不 仅 严 肃 认 真 ，在 对 待 细 节 也 非

常仔细。航空零件的要求都比较高，一些复杂零件

的加工，有时需要对上百个尺寸进行严格控制，稍

有 不 慎 就 造 成 尺 寸 超 差 导 致 零 件 报 废 。 几 十 年 下

来，对自己手上的各项工作，他都绝对会严谨细致

地完成。” （下转第三版）

用双手铸就祖国领空的钢铁长城
——记中航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工艺大师鲁宏勋

本报记者 何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