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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海洋地质十号”综合地质
调查船在东莞的广东中远船务工程
有限公司船坞码头下水。至此，中国
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保障工程配套

装备项目中的3艘调查船全部下水。
海洋科考船被视为一个国家科

技水平的重要代表。“海洋地质八
号”“海洋地质九号”“海洋地质十

号”“三兄弟”亮相，共同组成了我国
深海探测的立体技术体系，也标志着
我国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及钻探等综
合海洋地质调查能力跻身世界前列。

海洋科考船“三兄弟”亮相！
我国深海探测立体技术体系形成

新华社记者 王攀 吴涛 胡林果

新华社昆明6月28日电（林碧锋 张林玉）云
南省龙陵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近日破获一起武装走私
毒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毒品15.09公斤、
冲锋枪1支。侦破该案过程中，民警与武装毒贩发生
枪战，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通报，龙陵县公安局禁毒大队22日获悉，近
期境外某贩毒团伙准备从缅甸运输一批毒品到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贩卖。获取线索后，该大队
迅速抽调精干民警立案侦查。

经侦查发现，该贩毒团伙将于6月24日贩运毒
品入境。专案民警随即赶往位于中缅边境的瑞丽市
勐卯镇姐东村守候。24日15时许，一辆嫌疑微型车
向卡点驶来，民警立即使用武力将其逼停，当场抓获
嫌疑毒贩2名。在追捕另外2名企图逃跑的嫌疑毒贩
时，民警与入境的十余名不明身份男子发生枪战持
续近3分钟，最终抓获2名嫌疑毒贩，其余不明身份
男子逃出境外。民警随后从微型车副驾驶座位下查
获冰毒可疑物80块，经称量净重15.09公斤。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云南龙陵破获一起武装贩毒案
缴毒逾15公斤

“海洋地质十号”和今年2月底下水的“海洋地质
八号”“海洋地质九号”调查能力各有侧重，共同组成了
我国深海探测的立体技术体系。

“海洋地质十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是集海洋
地质、地球物理、水文环境等多功能调查的综合地质调
查船。船身总长75.8米，宽15.4米，排水量约3400吨，
续航力8000海里，可以实现在全球无限航区开展海洋
地质调查工作。

在当天的下水仪式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
然说，该船填补了全国小吨位大钻深海洋地质钻探船
的空白，丰富了我国海洋地质调查船舶体系。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装备管理处副处长柯胜边告
诉记者，“海洋地质十号”除可进行高精度的海洋地质、
综合地球物理、水文及物理海洋等综合调查外，还具备
钻探能力。

“海洋地质八号”是六缆高精度短道距地震电缆三
维物探船，主要用于开展大面积区域调查工作，可以满
足全海域水合物调查、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海域油气
资源调查等任务的需要。

“海洋地质九号”调查船可开展多参量海流测量、
地质取样、高精度中深层地层结构探测、高精度地球物
理场测量等多种海洋地质调查工作。

“这些船各有特点，调查能力各有侧重，弥补了中
国地质调查局大多数调查船过于老旧、性能单一的不
足，共同组成我国深海探测的立体技术体系。”中国地
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说。

建起我国深海探测立体技术体系

海洋调查船随着国家的强大而成长，也代表着我
国海洋装备能力的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
调查船经历了从近海到远洋，从几十吨的小渔船到数
千吨级乃至上万吨级船舶的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将渔船、拖船、旧军用
辅助船等改造成海洋调查船，摸索积累近海调查经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加快自行设计和建造海
洋调查船的步伐，成为全球第一批专门设计建造海洋
调查船的国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有计划
地发展不同型号的远洋调查船，开启了自主设计和建
造批量大型远洋调查船的时代。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迎来海洋调查船发展高峰
期。先后建造了“海洋六号”“科学”号、“张謇”号等较
先进的调查船。

“三艘新船的陆续下水，是海保配套装备项目建设的
重大成果，显示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从水面到水下、从沿岸
区域到深海大洋的综合探测技术装备体系。”钟自然说。

从几十吨小渔船到上万吨远洋船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钟自然说，海洋地质调查局工作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海洋地质十号”成功下水，将有助
于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的产业化过程。

今年5月以来，我国在南海神狐海域取得了可燃冰
突破性的试采，使我国成为全球可燃冰科学技术的引领
者。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程度仍有
待提高，“海洋地质十号”的投入使用，可满足我国东部
海域、南海重点区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心”的需要，
从而助力我国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进程。

展望未来，我国还将探索可燃冰专用勘探船。钟自
然表示，以钻探功能为主的“海洋地质十号”的成功建造，
也为我国建造适用于全海域的万米级可燃冰钻采船（大洋
钻探船）积累了宝贵经验。（新华社广州6月28日电）

助力我国可燃冰产业化进程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海洋地质十号”综合地质调
查船（6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6月28日，海军新型驱逐舰首舰下水仪式在上
海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6月28日电（莫小亮 吴登峰）海
军新型驱逐舰首舰下水仪式28日上午在上海江南
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9时许，仪式开始，随着仪式现场全体人员齐声
高唱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剪彩后
进行了“掷瓶礼”，一瓶香槟酒在舰艏摔碎，绚丽的彩
带从两舷喷射而出，新型驱逐舰鸣响汽笛，全场响起
热烈掌声。随后，驱逐舰在拖曳牵引下缓缓移上浮
箱后下水。

该型舰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
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
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
舰、反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
海打击能力，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
舰。该舰下水标志着我国驱逐舰发展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对于完善海军装备体系结构、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海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具有重要意义。下一
步该舰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系泊航行试验。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张又侠出
席仪式并致辞。海军、国防科技工业局、上海市、中
船工业集团领导以及军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科研单
位人员、干部职工、参建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我国新型万吨级
驱逐舰首舰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