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7日，国内最大马力无人遥控潜水器下线，主要

用于对沉船沉物等进行应急救险、搜寻和打捞等作业。

说到寻找外星生命，
科学家脑海首先浮现出的
主要是水。但据美国太空
网日前报道，来自美国哈
佛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提
出，寻找磷、钼、钴这样的
生物要素也有助于判断某
个天体是否有生命存在的
可能性。

水是科学家眼中的香

饽饽

在地球上，从地表以
上的云层到地壳深处，几
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
而且，“逐水而居”是从古
至今人类争取生存与发展
空间一直遵循的基本规
则。正因如此，科学家在地
球以外的世界寻找生命
时，通常会聚焦“宜居”世
界———这些地方的温度有
助于星球表面保存液态
水。

例如，金星现在是地
球有毒的“兄弟”，这两颗
星球的大小和密度相仿，
但金星表面温度（约465℃

—485℃）高到足以让铅融
化。不过，美国《地球物理
通讯》2016年8月刊发的一
项研究指出，就在7.15亿年
前，金星表面可能还是宜
居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几
十亿年以前，太阳的光照
比现在略弱，或许金星表
面相对较凉爽，液态水可
以汇聚成适宜生命存活的
大海。后来，即使来自太阳
的热量增加，金星的气温
可能也只比之前仅提高了
4℃，这种微小的升温可能
使金星上的海洋存续数亿
年，成为可以孕育生命的

“温床”。
科学家甚至推测，如

果金星上曾经有过生命，
它们仍有可能在其云层中
生存至今。

磷对地球生命进化起

了推动作用

最新研究报告资深作
者、哈佛大学天文学系主
任阿维·洛布指出：“尽管
如此，我们知道生命还需
要其他组成要素。”例如，
在地球上，决定海洋中生

物数量的关键要素可能包
括氮和磷。氮对于制造蛋白
质来说不可或缺；氮和磷都
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和
核糖核酸（RNA）的关键成
分。最近一些研究结果表
明，在大约6.35亿年—8亿
年前，海洋中磷含量的增
加对地球上动物的进化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钼锰钴等成外星生命
搜寻“新宠”

科学家还表示，钼、锰
和钴等微量元素可能也是
生物要素。最新研究报告
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天体
物理学家马纳斯维·林加
姆说：“钼在多种酶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
是在固氮（瓦解让氮原子
成对的强大化学键，并将

得到的单个氮原子‘固定’

入重要的化学分子内）方
面。”

此外他还指出，钼“影
响着许多生物体的蛋白质
合成、新陈代谢与生长；锰
在通过叶绿体的光合作用
生成氧气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钴在新陈代谢方
面 发 挥 多 种 生 物 学 作
用———最突出的一点是，

它是维生素B12的组成部
分。”

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天
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
并没有参与最新研究，但
他表示：“宜居区域的概念
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但此后，我们发现了很多
新东西，例如地下海洋的
存在。因此，在研究宜居性
时，我们需要转变想法，不
能紧盯着水不放，水当然
非常重要，但我们也要扩
展思维，除了水，特定元素
和化学物质都是生命所必
需的。”

那么，如何从很远的
地方看出太阳系以外的外
星世界是否有可能存在生
物要素呢？方法之一是关
注它们的恒星，恒星可能
会揭示其行星和卫星的组
成成分。林加姆说，恒星中
某个元素的存在会在其星
光中生成一种独特的可见
光谱带，“从而让我们了解
与围绕这些恒星运行的所
有行星的宜居性有关的信
息”。

康奈尔大学行星学家
乔纳森·鲁尼纳说：“（林加
姆）等人的新研究是基于

简单假设的计算，我们必
须时刻铭记，行星和卫星
比我们预期的要复杂，这
也是我们多年行星探索实
践得到的教训之一。不过，
尽管新研究并不具有决定
性，但对未来的观测和探
索任务仍有借鉴意义。”

研究人员也提醒人
们，目前的搜寻工作仅仅考
虑了我们已知的生命，“我
们并不知道的生命可能遵
循与地球上的生命不同的
化学路径，发现我们不知道
的生命可能更令人兴奋。”

（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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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马力“深海机器人”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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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谜

7月17日，国内最大马
力的无人遥控潜水器下线。
据介绍，这款由中车制造的
潜水器马力相当于一台宝
马X6，最深能下潜3000米，
可提起4吨重物，是名副其实
的深海“大力士”。其主要用
于对沉船沉物等进行应急
救险、搜寻和打捞等作业。相
关负责人陈剑说，“海洋蕴藏
了丰富的石油、矿产、渔业资
源。此前，由于开采装备不成
熟，开采成本比较高。随着人
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
海洋成为我们开采资源的
主要领域。”

陈剑介绍，今后，“深海
机器人”将用于海底油气田
施工，海底电缆和光缆铺设
等。未来逐步把深海机器人
装备扩展到核电、潮汐发电
及其他应用领域，建立中国
机器人装备产业化基地。

■如何保证深海下潜

平稳？

记者在厂房见到了两
台无人遥控潜水器。它们3米

见方，看起来并不太大，自重
也只有5吨。

无人遥控潜水器一般
通过一根脐带缆下放至海
下3000米。这根脐带缆不仅
负责升降潜水器，还要进行
信号传输和供电。

深海下浪涌和湍流较
强，如何保证脐带缆不打结？
如何保证潜水器下潜时的
平衡？

技术人员严允指出了
其中的秘诀。记者看到，潜水
器的8个角各有一个电扇状
涡轮，也就是推进器，既可提
供动力，又可进行360度姿态
调整。“下放时是带电操作，
推进器会动态调整平衡。”严

允说。

■3000米水压下如何

工作？

陈剑说，深海装备制造
对材料的要求很严格。3000
米的深海水压巨大，海水对
设备的腐蚀性也很大。

那么，如何保证潜水器
在3000米海深中，抵消压力
正常工作呢？

严允说，他们使用的是
压力补偿器。

“我们都知道，随着下
沉，水压也越来越大，设备在
下降过程中，一些装置内外
的压差也越来越大，这就需

要压力补偿器。这些仪表装
置都是玻璃面板，为什么不
会破碎，就是因为在下降或
者上升过程中，压力补偿器
自动进行动态调整，向仪表
设备中充油，补偿压差。”严
允解释。

据他介绍，水下终端装
置的压力值会始终维持在
0.7到1个大气压。

■机械臂能进行哪些

操作？

记者看到，这台深海机
器人有两个机械手臂，但是
装备的工具不太相同。左手
像一把钳子，可以用来夹持，
右手自由度大一些，可以进
行一些旋转操作，如拧螺丝。

在“手臂”周围，还有一
些“眼睛”———探照灯。“根据
海水浑浊度的不同，大概能
照清楚3米范围，如果比较浑
浊能看清1米，保证作业。再
浑浊一些的话，就会启用声
呐装置。”严允介绍。

“工作人员在船上的显
示屏前进行同步操作。这么
长距离输电和信号传输，会

有压降和信号损失，这些我
们都已经考虑在内。”严允
说。

据严允介绍，他们生产
的“深海机器人”灵敏度很
高，甚至能够在海底捡起一
根针。

■深海机器人能做什

么？

海洋不仅是生命起源
的摇篮，还蕴藏着无尽的矿
藏。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
将目光投向深海。那么，深海
中有哪些资源可供开发呢？
深海机器人又能起到什么
作用？

矿产资源

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
处长李向阳介绍，海底多金
属结核分布面积很广，我国
已在太平洋调查200多万平
方公里，其中有30多万平方
公里为有开采价值的远景
矿区，联合国已批准其中15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给我国
作为开辟区。此外，海底还有
很多金属硫化物。据介绍，
2001年5月，我国与国际海底

管理局签订多金属结核勘探
合同，矿区面积为7.5万平方
公里，为期15年。开矿正是深
海无人潜水器的应用之一。
这些深海潜水器，还可帮助
科学家绘制海底地形图。

电力资源

海上风电今后也将向
深海方向发展，我国海上风
电目前主要在近海区域，从
初步规划来看，水深5到25米
范围开发潜力是2亿千瓦；水
深5米到50米开发潜力是5亿
千瓦。在海上建风电设备，铺
设电缆是个问题。深海机器
人有一项功能就是铺设海底
电缆。

生物资源

近来，一些深海新物种
的发现，令很多人认识到深
海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系
统。据了解，通过一些深海无
人潜水器，我们获得了大量
深海生物样品。在深海冷泉
区、热液区和海山区等不同
海底环境中，发现了9个大型
深海生物新物种。在马努斯
热液化能生态系统中，发现
了1个新属，5个新种。

（据《新京报》）

钼锰钴等成外星生命搜寻“新宠”

◎◎前沉

兴业银行与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共推
“一带一路·普惠留学”

7月12日，兴业银行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下属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在北京共
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一带一路·普惠留学”个人留学专项服务项目和国内首个
国际教育一站式服务平台，为莘莘学子出国深造尤其是赴“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留
学提供出国金融服务。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其中赴“一带一路”沿
线及周边国家留学的人数达6.61万，同比增长15.7%。

兴业银行与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推出的个人留学专项服务瞄准赴“一带一
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留学学子的金融服务需求，合作院校包括知名度较高的波兰华沙大
学、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立陶宛维尔纽斯科技大学、法国工程
技术大学集团、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等，提供的留学贷款
利率优于市场平均水平，可用于支付留学期间的学杂费、生活费等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