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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教育周刊

“蛟龙”非“一次性产品”
为什么神舟系列飞船和嫦娥

系列探月卫星都有“一号二号三
号……”的编号，而“蛟龙”号没有？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研究
所所长翁震平研究员回答说，有别
于航天器的不可回收再利用，一台
深潜器是可以使用很多次的。比如，
著名的美国载人深潜器“阿尔文”已
下潜了几百次。我国的“蛟龙”号自
然也不是“一次性产品”。设计最大
下潜深度为 !"""米的“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工作范围可覆盖 $$%&'

的全球海洋区域。去年通过 !"""米
海试、创造最大下潜深度 !"(#米的
“蛟龙”号，和今年夏天执行首个试
验性应用航次、刚在南海完成第一
航段正前往第二航段东北太平洋作
业区的“蛟龙”号，是同一架深潜器。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国将只有“蛟
龙”号这一架深潜器，我国的第二架
深潜器目前正在研制中，设计最大
深度 )*++米，其国产化程度和“性
价比”都将比“蛟龙”号更高。事实
上，对世界上大部分海域而言，)*++
米深潜器足可以抵达。

未来深海也能授课
神舟十号实现了太空授课，“蛟

龙”号能不能做到深海授课？翁震平
解释说，科学家或潜航员在海底的深
潜器里，为地面的人们讲课，未来也
是可行的，不过，“深海授课做不到实
时直播”。因为水中的信号传输全都
有赖于声波，声波在水中的速度虽然
已经比在空气中快很多了，但从几千
米的深海传至水面仍需好几十秒。
“蛟龙”号采用数字水声通讯系统，信
息被压缩打包后再进行传输，若要深

海授课会有延时问题，信息量也做不
到很大。其实，我国已有类似的尝试。
据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
授、“蛟龙”号搭载的第一位科学家周
怀阳介绍，“蛟龙”号此次南海航段，
便有一个潜次有中央电视台记者跟
随潜航员下潜，记者拍摄了不少视
频，包括水中压力演示等。

须有良好心理素质
潜航员和航天员的选拔和培

训有何侧重？翁震平认为，对潜航
员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体能而是心
理素质。“当然，潜航员要身体好，
具备足够的海洋、力学等相关学科
知识，对船舶和潜器有一定的了
解。但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心理素
质。”翁震平说，无论选拔标准还是
培训课程，潜航员都要过心理素质
关。“毕竟，到了那么深的海底，是
有风险的。周围一片漆黑，载人舱
内最多只能容纳 ,人，就只有孤单

单的 , 个人。科学家主要负责采
样、观测等工作，驾驶操作交给潜
航员一个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
沉着冷静。”
翁震平表示，“蛟龙”号的研制

试验过程，重要成果之一是为我国
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潜航员选拔、培
训制度。第一批潜航员仅叶聪、唐嘉
陵、付文韬 ,人。目前，第二批潜航
员的选拔已启动。有意思的是，和当
年的航天员选拔培养一样，我国的
潜航员队伍也早早地对女性敞开大
门。我国第二批深海载人潜水器潜
航员，确定选拔 (人，其中 -人是女
性。据悉，在 *个月的选拔中要完成
./$项考核才能成为潜航学员，有
幽闭恐惧症、晕船、身体有异味者将
被首先淘汰。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随着我国航天和深海事业的发

展，人才需求量倍增，如何吸引年

轻人的参与？“无论上天、入地还是
下海，都要拥有一颗对科学、对自
然的好奇心。”周怀阳教授相信，科
学研究需要真正有好奇心的有志
者。翁震平研究员也觉得，首先是
培养兴趣。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兼

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
科学家、嫦娥五号总设计师兼总指
挥顾问叶培建院士则认为，航天需
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有志于此的年
轻人不一定非要“出身”于带有“航
天”字眼的专业。“我的专业听上去
就和航天没啥关系。在大学里，我
学的是无线电，而出国留学，学的
又是信息工程。除了神舟系列、嫦
娥系列等国人最熟悉的航天明星
以外，航天界还有很多年轻人可以
大展宏图的领域，比如各式各样的
应用卫星。”

本报记者 董纯蕾 马丹

本报实习生 裴佳琦

! ! ! !

练器乐，不仅是吹对音
“原先，我觉得只要把音吹对就

可以了，每年也就盯着考级曲目反
复练。高中加入乐团之后，我才真正
理解音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
单簧管的高三男生曹旸这样解释自
己的“音乐历程”。他说，乐团排练，
乐谱更加复杂，需要乐手更加留意
音乐的“表情符号”，并读懂指挥的
表情。每人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他人
要陪你一遍遍练习。
乐团首席长笛朱逸枫今年被上

海音乐学院长笛专业录取，在维也
纳参加音乐节演出时，他投入的神
情和娴熟的技巧，赢得评委高度赞
誉。他坦言，加入乐团后，发现有学
长比自己更出色，于是，被激起了
“斗志”。高一暑假，他考入了上海学
生交响乐团，周围强手更多，第一天
训练回家已经深夜，他把自己关在阁
楼上练到凌晨 -时，才觉得过了瘾。
他感叹，集体的环境，让他始终有往
上“跳一跳”的愿望。他和几个上师大
附中管乐队队友还一起组成了“木管
五重奏”乐队，自己选曲自己排练，登
上校园舞台。朱逸枫说，正是因为有
了这些玩音乐的经历，他才最终下
定决心，走上音乐专业路。
上师大附中管乐队由各班同学

组成，每天清晨 (：*+就要到校参加
训练。管乐队班主任王晓燕欣慰地
看到，团员们在一起相互学习、共同
成长，早上集体训练后，很多同学还
会在午休或下午时主动加练。

学音乐，也学为人处世
上师大附中校友王凌骏是上

海音乐学院小号专业研二学生，也
是上音交响乐团首席小号。这次，
他特意回到母校乐团，为学弟学妹
们助阵。在他心中，高中三年的乐
团时光，自己学到的远不止是音
乐。从乐团指挥俞先明身上，他学
会了敬业和精益求精。一次，乐团
去荷兰比赛。比赛前几天，年逾花

甲的俞指挥每晚都要反复琢磨总
谱，推敲细节，让自己保持最佳状
态。在每一次攻克技法难关的过程
中，王凌骏觉得，自己的责任心和
耐心都得到了锻炼。学习音乐靠的
是日积月累，自己也就渐渐养成了
“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学会做时
间的主人。小号的 0121（独奏）往往
为整场演出点睛，需要乐手平心静
气，否则将会影响呼吸节奏，王凌
骏说，在乐声中，往往能让自己远
离浮躁，静下心来。
从高一到高二，男生戎熹明担

任了管乐队两年队长。除了音乐技
法，他觉得，自己长进更多的是人
际交往的艺术。“以往，我就是凶，
大家并不服管；后来，我学会用手
势来暗示队友的错误，让别人更容
易接受。”戎熹明说，自己还有个

小技巧———篮球外交。当他发现有
队友可能今天仅为吹错音而情绪
不佳时，便和他打场篮球，释放一
下情绪。吹大号的男生周敏中平日
嘻嘻哈哈，但是，拿起乐器，却是
一副沉稳的模样。大号音色低沉，
在演奏中起到“托底”的作用，周
敏中说，这段独自担纲“托底”的
经历，给了他压力，也让他增了勇
气和自信。
“一个声部里各人水平不一，但

没有人会因此看轻别人，而是尽力
去帮助别人提高。”已经在上海财经
大学读大二的打击乐手喻赛文，很
想念曾经的乐团时光。再次回到母
校演出，帮忙搬运鼓、谱架等体力
活，他抢着来。他说，这也是团队出
行中养成的习惯。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加入乐团，发现更精彩的音乐人生学音乐，是一段怎样
的旅程？是枯燥的指法练
习，日复一日的视唱练
耳，还是夹杂着父母呵斥
声的难熬时光？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管乐队的同学们说，
同样是学音乐，改“单打
独斗”为加入乐团，会收
获一段神奇的经历。很多
同学在集体排练中第一
次发现了音乐的真正魅
力，也感叹团队合作让自
己的音乐表现力有了显
著提高。日前，记者随这
支学生管乐队参加在奥
地利举行的“至高荣耀”
维也纳金色大厅国际青
少年音乐节，走近他们的
乐团生活。

! ! ! !根据音乐节安排!参赛

队除了在金色大厅同台角

逐!还要到奥地利和捷克多

个场所作公益演出"无论在

高雅殿堂还是在普通的居

民小镇!无论观众是专业人

士还是拎着超市购物袋的

老人#五六岁的孩童!只要

音乐声响!所有人都屏息凝

神!安静倾听!并在演出结

束后真诚鼓掌"这一幕幕场

景令上师大附中校长严一

平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除

了奖项和名次!这样的体验

对学生来说弥足珍贵"

$无论将来从事哪个行业!

艺术修养对人的一生发展都非

常重要" 艺术可以让人具有想象

力!这恰恰是我们的学生比较缺

乏的" %严一平认为!学校有义务

为每个学生搭建展示其才华#激

发其潜能的平台" 以往!也有老

师不理解!认为乐团排练要占用

学生大量时间!但现在!越来越

多的老师认识到!要给不同特长

的学生不同的成长空间" 而值得

关注的是!$文艺特长% 生中!每

年被一流高校录取的人数!并不

在少数"在乐声中!学生学会了高

效掌握时间!音乐和学业!完全可

以相辅相成"

校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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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海凭兴趣 心理素质最要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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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卫星!曾是人类社会高新技术

的代表&而今!卫星仍是高技术!但

同时也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常用

技术"在上周四举办的第 !"#期新

民科学咖啡馆中!中科院院士叶培

建告诉大家!我国目前有 !$%&'"%

个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而全世界

范围共有 "%%%多个"

据叶培建介绍!我国的卫星主

要分应用卫星与科学实验卫星"我

们熟悉的神舟系列飞船的留轨舱#

实践系列卫星!便属于后者" 返回

式卫星!也属于科学实验卫星" 未

来!我国还有计划研发空间太阳望

远镜#硬 (射线探测卫星#暗物质

探测卫星#量子通信卫星等!这些

也都是空间科学与实验卫星"

而应用卫星$家族%!又可分为通

信卫星#遥感卫星和导航卫星三类"碳

资源管理#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农

业管理#民用航空#远程教育#大气污

染监控#生态预报等等!都是应用卫星

大显身手的舞台" 天气预报# 电视节

目#导航系统!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不可

或缺的服务!都是卫星的杰作"

随着卫星应用的民用化#常态

化! 卫星的尺寸也不再是越大越

好" 通常将质量 )%%*!%%%公斤的

称为小卫星!!%*!%% 公斤的称为

微卫星! 小于 !%公斤的称为纳米

卫星"$最小的还有芯片卫星!有人

想研制手机卫星!%叶培建说!中国

目前最小的卫星是浙江大学研发

的两颗卫星!每颗重 +,$公斤"

“人类
对海底的了
解，甚至不
及 火 星 表
面。”科学家
们曾不止一
次 如 此 感
慨。事实上，
人们真的很
爱将航天与
深 潜 两 件
事 儿 相 提
并论。上周
接连举办的
第 164 期
和 第 165
期新民科学
咖啡馆，分
别“入海上
天”，现场人
气爆棚，多
位读者问及
深潜与航天
的比较。

卫星是高技术也是常用技术"相关链接#

! 翁震平-深入海底驾驶需要心理沉稳#处惊不乱

! 第 !"$期主讲嘉宾叶培建院士

! $蛟龙%号搭载的第一位科学家周怀阳

! 上师大附中管乐队在维也纳施特劳斯雕像前合影 谭荣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