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多普勒测速仪是起到导
航的作用， 那么水声定位就是在告
诉潜水器和母船， 他们的位置具体
在哪里。此次海试针对“深海勇士”
号运用的水声定位设备进行了专项
性能测试， 结果显示潜水器的定位
能力达到了亚米级。

胡震说：“一个潜次下去后，我
们布置好标志物在某一个地方，那
么第二次下潜时， 我们根据这个水

深定位去找这个（标志物）。我们做
了三次这样的试验， 第一次我们花
了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第二次我们
就花大概十分钟。到第三次，利用它
那一套综合的， 就是长基线超短基
线结合的系统，寻找标志物，直接开
过去，就在跟前。”胡震所说的这种试
验， 测试的是潜水器重复到达指定地
点的能力。

■据央视新闻、 凤凰网、新浪新闻

【水声定位】从同场竞技到“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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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今
年夏天在南海进
行了海上试验，
在近两个月的时
间当中进行了高
密度下潜， 这对
潜水器的设备性
能提出了极高要
求， 验收过程中
一系列对软硬件
的各类检测，也
是要确保潜水器
在海试之后的状
态情况。

实际上，“深海勇士”的下潜挑战并不是一
路坦途。第一次下潜，潜器只需要潜到50米深
度，这对4500米潜器来说并不困难，甚至可说
是“牛刀小试”。

潜器要安全平稳地放置在海面上，首先需
要起吊。 将潜器与A架勾住要靠粗重的缆绳和
巨大的挂钩，由于跟吊车需要磨合，挂钩就耗
费了大量时间。经过了一番磨练，潜器终于下
水并很快潜到50米，一切顺利。但是在回收的
时候，却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潜器回收的第一
步，是由蛙人将缆绳挂在潜器上面。然而，蛙人
第一次挂缆以失败告终，一个浪拍过来，还差
点将他打入水中。好在第二次挂缆时，蛙人一
脚踩稳，爬上了潜器。这次下潜，各工种都经历
了一次“大考”。

“
自带导航 精准定位
可以实现大海捞针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上的
声学系统， 采用了大量我国自主创
新的技术， 声学系统承担着包括实
时通信、定位、探测等一系列任务。
经过海试检测显示， 众多自主创新
的声学设备，性能都非常优异。

中科院声学所海洋技术中心主
任朱敏表示，“深海勇士”号的声学系
统，包括水声通信系统、定位系统、高
分辨率测深侧扫声呐、声学多普勒测
速仪、避碰声呐和前视成像声呐总共

六种设备，分别负责通信、定位、障碍
物规避、导航还有探测等等工作。

中船重工702所“深海勇士”号
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说：“我们
原来按照‘探索一号’的振动和噪声
的特性， 从计算上， 至少能够达到
3500米通信距离， 它是应该有保障
的。 但是通过海试， 不断优化算法，
4500米这个船载系统， 也是能够正
确地实现跟潜水机的通信，包括语音
数据图像，都能够稳定传输。”

【声学系统】经海试测试性能优异

“深海勇士”号潜水器控制系统
最牛的设计就是自带导航， 可以实
现大海捞针。我们在陆地上开车需要
卫星定位系统进行导航，但是卫星定
位系统并未覆盖深海，潜水器在水下
同样需要实时清楚自身的速度与环
境情况，在这之中，多普勒测速仪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也是此次声学
系统的自主创新突破的亮点。 科研
团队用了七年时间， 将自主创新的
多普勒测速仪，从浅海走向深海。

中科院声学所研究员邓锴表
示，（多普勒测速仪和惯性导航）就
类似于GPS。另外它也可以帮助潜
水器的主驾， 驾驶员知道应该怎么
开，开到哪，开出了什么样的线，是

否能达到想去的作业位置。
潜水器水下作业要基于这些数

据做出判断， 首先就要求数据是准
确的，但是在大概七年前，国产多普
勒测速仪的精度还远不及国外产
品。为了提升设备性能，研制人员在
试验中一次次推翻之前的设计。除
此之外， 为潜水器提供高精度的航
向和姿态信息的惯性导航， 在以前
深海潜水上采用的都是国外产品；
而在“深海勇士”号上，北京自动化
控制设备研究所首次实现了深海潜
水器惯导的国产化， 其航向精度为
正负0.01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
产多普勒测速仪这种严酷条件下的
运用在国际上都属首次。

【多普勒测速仪】从跟随并跑到超越

花絮
第一次下潜就一波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