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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万步炎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加快推动交通发展，离
不开科技创新赋能支撑。当前正值全国科技活动周，交
通领域有哪些新的科技成果？智慧交通如何服务民生？
科技创新如何更好进行助力？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拓宽“大动脉”
交通建设“硬技术”大幅提升

伶仃洋上，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流入深中通道万顷
沙互通匝道桥，深中通道 S06标全线 822根桩基全部完
成浇筑。深中通道这一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
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距离实现项目完工又近了一步。

连接深圳与中山以及广州南沙区的深中通道，既是
国家“十三五”重大工程，也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工程项
目：拥有包括“巨型钢结构智能生产线”“强台风区超大
跨悬索桥抗风御灾技术”等国内首创和国际领先技术，
为中国式交通现代化发展贡献新方案。

过去十年来，交通科技创新实现了从量的积累迈向
质的飞跃，持续拓宽“大动脉”——

建成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川藏铁路拉
林段、长江南京以下 12.5米深水航道等一批超级工程，
基础设施建造“硬技术”世界领先；

京张高铁成为世界首条时速 350公里的智能高铁，
自动化码头已建和在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在用新能源
汽车规模世界第一，智慧、绿色等“新动能”持续发力；

建成各类科研和科普平台超过 200家，现有国家和
行业交通运输标准近 4000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等“搭
平台”工作稳步推进……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造和装备
制造技术大幅提升，智慧、绿色技术广泛应用，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重大科技成
果，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快“微循环”
服务生活“软实力”持续加强

“扫码乘车”“扫脸登机”已是人们出行遇到的常态
化科技，而“扫掌过闸”，你听说过么？日前，北京地铁大
兴机场线推出“刷掌乘车”服务，乘客在自助售票机录入

“掌纹”，完成相关协议和信息授权等即可“刷掌”通过闸
机。在手机没电、未携带现金的情况下，“刷掌乘车”为
乘客便捷出行提供了新选择。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服务管理部部长张文
强表示，“智慧地铁”是当前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一大方
向，目前已融合5G、人工智能等技术，未来将有更多“黑科
技”，实现从“人适应地铁”到“地铁适应人”的转变。

百度“萝卜快跑”于今年3月取得北京市高级别自动
驾驶示范区首批“无人化车外远程阶段”示范应用许可，

全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覆盖北京、武汉、重庆；由菜鸟
主导的RFID（精准射频识别技术）可快速对大量货物进
行扫描盘点，广泛应用于服装、食品、物流等领域……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基建等战略深入推进，
我国交通设施和装备智能化、运输服务多元化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服务生活的“软实力”持续加强。

与此同时，人们的出行方式和货物运输模式也在不
断创新：共享单车、网约车、定制巴士等新业态满足人们
多样化、差异化出行需求；铁路、民航形成全国联网售票
能力，ETC技术广泛使用；“互联网+城市配送”模式快
速推进……

“当前，我国综合交通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网联
化融合发展的趋势，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智慧物流、交
通大脑等新业态层出不穷，智慧交通展现出更加广阔的
应用前景。”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科技创新发展处处长汪
水银说。

促进数据流动
助力智慧交通发展

交通运输是科技创新与现实发展融合的重要场
景，但智慧交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
多重挑战。

业内专家认为，当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刚
刚起步，不少行业运转的背后需要多套系统支撑，但这
些系统的数据却无法形成有效连接，很难以数据驱动实
现交通系统的“进化”。

“数据流动是交通行业‘数实融合’的内生要求，智
慧交通建设一定要促进数据流动，打破多年来形成的

‘数据孤岛’问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
工程师王先进说。

西安工业大学校长赵祥模认为，交通企业拥有更多
运营业务数据、交通流数据等，互联网科技企业则侧重
积累用户数据和手机定位数据等，可以在不泄露用户隐
私的情况下，对这几类数据进行深度共享和融合，开发
出更好的智慧交通产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地图导航、手机购票、智慧物流等交通领
域的应用服务已经改善了人们的出行体验，但自动驾
驶、车路协同等前沿技术应用仍处于示范测试阶段，投
资、运营、极端场景应对等尚未清晰。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勇表示，可尝
试建立城市级和区域路网级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大
力提升示范区内智能路侧设备建设和传统交通工程智
能化升级，同时保持产业政策的持续性支持，不断对相
关产品和技术进行迭代优化。“只有车辆和基础设施的
智能化网联化都提升上去，社会大众对于智慧交通的感
受才能更明显。”何勇说。 （据新华社电）

以科技创新拓宽以科技创新拓宽以科技创新拓宽“““大动脉大动脉大动脉”””、、、加快加快加快“““微循环微循环微循环”””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创新观察

◀5月19日，一名儿童在第七届世界智
能大会智能科技展上和一款机器人互动。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于5月18日至
21 日在天津举行。一批智能科技设备
的展出，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智能科技成
果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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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步炎在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工作（2022 年 7 月
25 日摄）。 新华社发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东省青岛市
即墨区龙泉街道莲花山小学组织学生来到中国农业科
学院青岛特种作物研究中心试验基地，开展“走进科普
课堂、探索生物奥秘”主题教育活动。 新华社发

▲5月20日，2023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
际邀请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本次大
赛作为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全采用线下模式，包含机器人足球、智能驾驶、无
人机赛等六大赛项，吸引来自国内外的700余名
选手参赛。 新华社发

▼为迎接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将于国际博物馆日
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该数字艺术博物
馆的首个展览，“梵高的世界”全景数字
艺术互动大展以梵高一生中所创作的多
幅艺术作品为素材基底，运用AI互动、
体感交互、AR（增强现实）等数字化技术
手段进行展示。 新华社发

站在数米高的“海牛Ⅱ号”面前，
这个身量精瘦、满头白发的“小老头”
有点不起眼。带着“海牛家族”，他用
了 30 多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海底钻
机装备与配套地质钻探技术的突破、
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
室主任万步炎。30余年来，他带领科
研团队刻苦攻关、不懈钻研，解决了
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将
海底钻机装备制造与应用技术牢牢
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断推动我
国深海资源与地质勘探技术实现高
水平自立自强。

向海图向海图强强：：

大洋深处钻下“中国孔”

2021年 4月 7日，“海牛家族”又
一次沸腾了。

中国首台“海牛Ⅱ号”海底大孔
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海底成功下
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

关键技术完全自主研发、150余
项国家专利、16项国际发明专利，“海
牛Ⅱ号”的成功意味着，我国海底矿
产资源探采装备技术已基本满足了
海洋资源的勘探需求。

科考船拉着一个由钢结构框和
铁链组成的拖网，跑出去几十公里，
能不能捞出一些表层矿石，全凭运
气，也无法判定该矿石在海底的精确
位置，这就是当初中国的深海勘探。

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底钻机
开始使用通讯电缆，而我国租用的海
底钻机只能用拖网吊着深潜入海，海
底信息无法上传。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
会（下称“中国大洋协会”）决定面向
全国招标，自主研发海底钻机。因为
过去的研究经历“沾点边”，万步炎团
队中标了！

唯一的“资料”是租来的、钻机只
有参数和基本原理，所有关键技术都
要从零开始。

缺乏基础。万步炎开始自学海
洋地质与环境、机械设计、通讯、供
电、自动控制……

没有图纸。万步炎自己画图、试
验，画了几千张，试了无数次……

为了攻破数千米水下供电难题，
他和团队商定，用体积小、储能高的
锂电池替代笨重的蓄电池。然而，陆
地上用的锂电池怎么放入强压、强腐
蚀的深海？

“锂电池遇水极易短路爆炸，当
时就像抱着炸药包做研究。”一位团
队成员回忆，实验室里数次发生水下
爆炸损毁设备的险情。

无数次试验后，万步炎探索出将
锂电池包裹起来的合理方式，并采用
独特技术方案实现锂电池筒的快速
散热与降温。

万步炎的妻子刘淑英记得，在研
发第一台海底钻机的日子里，至少有
两到三个月时间，丈夫每天都在实验
室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国家都把任务交给我们了，总
不能再拿着拖网去拖吧？”问题不解
决，万步炎就不回家。

一夜一夜，一点一点，啃下“硬骨
头”。2001年，中国人终于研发出自
己的海底钻机！

可是，难题又来了——
从国外买来的科考船，号称能承

重 5吨，其实只能承重 2.5吨。4.5吨
重的样机装载上去，船不行了。

钻机减重近50%，谈何容易？
这是一次最痛苦的“减肥”，在长

达两年的时间里，万步炎带领团队耐
着性子，“一斤一斤往下减”直至达标。

2003年夏天，中国首台深海浅地
层岩芯取样钻机海试成功，在海底下
钻0.7米，并取回矿石样本。

那一天，属于中国的海底钻机在
海底钻到第一个孔！

那一天，从不喝酒的万步炎醉得
“扬眉吐气”。

0.7 米 、2 米 、5 米 、20 米 、60
米……“海牛家族”没有停下深海开
垦的脚步。

一点点向前掘进！一个个关口
攻破！海底下钻越来越深！

以身许以身许国国：：

洞庭少年怀揣海洋梦

万步炎这一辈子，和海洋有着不
解之缘。

1964年生于湖南岳阳的他，在烟
波浩渺的洞庭湖畔长大。 他的外祖
父早年参加红军，为革命壮烈牺牲。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政府每年下
发600斤稻谷作为烈属抚恤金，乡邻口
碑相传外祖父的传奇，这些都让年少
的万步炎常常思考何为“以身许国”。

1978年，14岁的万步炎因为才学
出众提前参加高考，填报的志愿全是航
空航天和天文学。然而，他被调剂到中
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探矿工程专业，7年
后服从分配到长沙矿山研究院工作。

从仰望星空到眺望大海，万步炎
找到了人生全新的航向。

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长沙矿山研
究院组建海洋采矿研究室。

“深海勘探技术有多强，我们的国
家就能走多远。”领导一句动员话，成
为万步炎毕生的动力。

1990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万
步炎所在的团队，开始正式接触海洋
采矿系统研究任务。

1992年，万步炎远赴日本，从事海
洋采矿扬矿技术研究。骨子里有着一
股湘人“蛮劲”的万步炎不服气，夜以
继日地研究学习。最累的日子里、特
别难的时候，家门口那块“光荣烈属”
的门牌，总在他脑海中浮现。

一年后，他婉拒高薪工作，毅然回
国。

然而，现实给了他迎头一棒——
第一次登上远洋科考船的万步炎

发现，船上几乎所有钻探装备，小到样
品管，大到取样器、绞车，全是“洋品
牌”。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一定能搞
出来！”万步炎的“蛮劲”又上来了：“国
家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努力的方
向！”

勇攀高峰勇攀高峰：：

最不怕的就是困难

59岁的万步炎一头白发，他笑言
“这是大海的馈赠”。

他难忘第一次登船出海，出港后
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因为晕船而几乎
动弹不得，连黄疸水都吐了出来。

“要干活，不能一直躺着！”万步炎
勉力支撑自己爬起来，站一会儿、再坐
一会儿，在甲板上摇摇晃晃、缓缓踱
步，逼自己吃下东西，一会儿又吐出
来……终于他不再晕船。

海上的工作环境极其特殊，几乎
“与世隔绝”，一些在陆地上轻而易举
的事，都会成为出海期间的严峻考验。

“卡住了，钻机上不来了！”2021年，
“海牛Ⅱ号”的一次深海试验卡壳了。

钻机完成海底作业、正从海底回
收，从丹麦进口的配套收放绞车忽然
发出巨大异响，一检查，收放绞车排缆
系统的传动机构严重损坏。

放，放不下去；收，收不回来。价
值数千万元、凝聚无数心血的钻机，就

这样悬吊在水下。
此刻，距离强台风经过这片海域

只剩两天了！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
只能砍断脐带缆，把钻机丢弃在海底。

紧急联系丹麦厂家无果、求助国
内代理商“无能为力”，几乎所有人都
灰心了。

“海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们最
不怕的就是困难！”万步炎一边给团队
打气，一边争分夺秒想办法。

修复原有的排缆系统的传动机构
不可能，必须打造临时的液压系统代
替损坏部件。万步炎迅速画出设计
图，缺零件就从现有系统上拆……40
多个小时后，一套临时系统完成了。

“动了动了！有反应了！”在台风
到来前的两小时，钻机完好无损地回
收了，成为业界“不可思议的奇迹”。

“每次出海，头发都要再白5%。”万
步炎的一句轻描淡写，浓缩了所有的
惊心动魄。

一年，团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
海上度过。累了，他们就在甲板上枕
着矿泉水瓶打盹。

需要避风的日子里，船会停泊在
靠近港口的锚地，擅长拉小提琴的万
步炎搞来一块小黑板，在小食堂里教
大家识谱唱歌、学习天文。

歌声动人、乒乓球打得好、还会观
星……在大家眼里，这位“小老头”，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还有孩子般
的真性情。

“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做
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
有可能先他们一步做出来！”2023年全
国两会“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
万步炎自信宣告。

一次次穿越海上风浪，一次次跨
越科研鸿沟。深海梦，被自主创新技
术刻在海底；中国心，在科学家的胸
中澎湃不息。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万步
炎说，未来还要到更深更广阔的海域
去打一钻！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