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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徐杰

1月2日清晨，伴随着朝阳，“科学”
号科考船顺利抵达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薛
家岛码头，圆满完成了2016年热带西太
平洋综合考察任务。记者了解到，本航次
成功维护升级了我国西太平洋潜标观测
网，获取了2～ 3年的深海数据，并首次
实现了深海观测数据实时回传至岸基科
学家办公室，破解了世界级难题。

远征54天“科学”号凯旋

1月2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中科院海
洋研究所薛家岛码头，“科学”号正在缓
缓靠岸。列队站在甲板上的科考人员和
工作人员，纷纷挥手向岸上前来欢迎他
们的人致意。记者了解到，“科学”号本航
次于2016年11月10日出发，距离前一
次科考归来仅休整了约十天时间。本航
次原计划用时57天，实际历时54天，航
程7800余海里，全年度出海时间超过了
300天。
缓缓靠岸后,记者登上了这艘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科考船。来到甲板上，工作
人员正与岸上的同事忙着整理归集科考
设备，一个大铁笼内放置的黄色大球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是
玻璃浮球，黄色外壳包裹保护着的是两
个扣在一起的两个玻璃半球，“这种设备
用来给水下设备提供浮力，即便在深海
极端环境下，也能保持高度可靠性。”工
作人员说。
而在旁边一处篷布捆扎的设备前，

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深海潜标实时回传信
息的水面浮体，这个“头大脚小”的设备
外形像个图钉，可以克服海上的风浪牢
牢“钉”在海面上，一方面能固定标示海
底潜标的位置，另一方面将海底的潜标
观测到的各种数据通过卫星回传到实验

室。

这次航行破解世界级难题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副所长王凡研究员介绍，本航次是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
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
其影响”的组成部分，成功回收 2015
年布放在热带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的
11套深海潜标和 300余件观测设备，
并重新布放14套深海潜标和440余件
观测设备，刷新了单一航次布放、回收
深海潜标观测设备数量最多的世界纪
录。

王凡介绍，本航次还有个最大的亮
点，那就是首次成功实现了部分深海潜
标的观测数据实时回传，科学家坐在办
公室里就能实时掌握大洋的动力状
况。“我们和声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技
术攻关，研发了无线水声通信和有线
数据传输两种方案，在本航次中都成
功得到实施。”王凡称，数据的实时传
输，改变了以往潜标数据只能每年回
收一次的情况，破解了世界级海洋观
测的难题，这将为国内外利用潜标阵
列监测和预报海洋环境提供行之有效
的解决方案。
本航次科考队队长、中科院海洋

所副研究员张祥光告诉记者，本航次
科考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背后克服的困

难也让人难以忘怀，“如果我们返程再晚
一两天的话，可能就被台风给挡住了，科
考过程中也遭遇了一次台风。”张祥光介
绍，时下处于北半球的冬季，在部分科考
海域，寒潮引发的涌浪很大，给科考队员
们带来了很大的生理和心理考验，在西
太平洋海域，有一处潜标甚至被漂散的
渔网缠住，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摆脱
渔网的缠绕，顺利收回潜标。

为大洋观测网建设提供示范

谈及本航次的重要意义，汪嘉宁介
绍，科考调查内容还实现了多学科、多尺
度和多水层的全覆盖，更加突出对1000
米以深，深海大洋的观测，对海洋小尺度
湍流混合的全水层精细化观测。通过对
观测网络设备的维护和优化，大洋上层
洋流观测的垂直分辨率已达到8米，大
洋深层洋流和温度观测的垂直分辨率达
到500米，全部观测要素的时间分辨率
达到1小时。
此外，西太平洋潜标观测网经过我

国科学家3年多的自主建设，成功获取
了热带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连续2～ 3
年的温度、盐度和洋流等数据，标志着西
太平洋科学观测网络实现稳定运行，确
立了中国在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和研究的
国际领导地位，将为我国科学家探索研
究热带西太平洋环流的三维结构、暖池
变异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宝
贵数据资料。
而且，通过对3年来航次调查的大

数据统计分析，量化评估了各项工程技
术指标，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观测
网建设和维护的科学工作流程，用于指
导航次的科学规划、潜标的优化设计和
作业的合理安排。潜标布放和回收作业
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和常态化，将为我
国大洋观测网建设提供示范。

深海数据实时回传破世界难题
“科学”号远征大洋圆满完成任务，科学家坐在办公室就能实时掌握大洋动态

科考队员进行深海潜标玻璃浮球和声学释放器的回收。

□半岛记者 付晓晓 报道
本报 1月 2日讯 新年伊始，青岛

港传来捷报，2016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5亿吨，再创历史新高。据统计，2016
年全年，青岛港的吞吐量实现历史性
突破，达到 5 . 0036亿吨，同比增长
3 . 3%，稳居全球第七位，同时经营绩
效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青
岛港在集装箱方面的优势进一步领
先，2016年全年增开集装箱新航线20
条，取得业绩在全国港口首屈一指。
据介绍，刚刚过去的 2016年，青

岛港装卸主业实现了稳健、可持续的
健康发展。在干散货方面，在疏运、功
能拓展和“全程+金融”融合发展新模
式带动下，40万吨大矿船靠泊占进入
国内大船总数的 70%，混矿业务量位
居全国沿海港口首位。在液体散货方
面，以山东地炼进口原油资质许可为
契机，吸引新国际大贸易商、国内大公
司落户青岛，液体散货吞吐量保持两
位数强劲增长，占山东口岸地炼进口
油市场份额的一半。
记者获悉，近年来青岛港依靠全

面预算管理、资源整合、成本管控等措
施，实现了量增质优的新提升，全港去
年节约成本 500万元以上。黄岛新港

区件杂货和集装箱实现了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集装箱、矿石装卸效率继续
位居世界首位。2016年，青岛港全员
劳动生产率同比提高 18%，人均创利
同比提高 19%，人工成本利润率同比
提高7%。
2016年以来，董家口港区摩科瑞

通用码头、45万吨原油码头等 6个码
头10个泊位正式投产，新增通过能力
4500多万吨。董潍输油管道一期及配
套潍坊罐区竣工在即，董潍输油管道
二期、董家口疏港铁路具备开工条件。
董家口港区口岸对外开放获国务院批
复，为青岛港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注入
强劲发展后劲。5亿吨不仅刷新吞吐
量，更裂变出物流、金融等多条高含金
量产业链。围绕装卸主业，青岛港聚合
港口和社会资源，从传统一装一卸向
船代、货代、仓储等全程物流进军，使
客户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
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公司总经理

助理韩福利表示：“2016年，青岛港海
铁联运同比增长 65%，位居全国沿海
港口第一位，集装箱场站箱量同比翻
两番，现代物流板块对集团的利润贡
献率超过 20%，成为增长的稳健支
撑。”多元化是港口企业转型发展的

方向。青岛港综合考量资源配置、港
口特点，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打造金融战略、国际化战略、互联网
战略“三大战略”引领下的多元化发
展样板。
金融战略上，以“产业+金融”融

合发展为主线，大力开展业务模式创
新，着力提升盈利能力，突出抓好金
融业态丰富，以青港财务公司为核
心，相继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参股青银金租和青岛市资产
管理公司，构建集群化港口金融“生态
圈”。2016年，请金融板块各公司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35 . 52%，利润同比增
长64 . 47%。
国际化战略迈出坚实步伐，意大

利瓦多利古雷港码头投资项目正式落
地，实现首次海外资本输出。缔结3个
海外友好港，总数达到 19个。与迪拜
环球、马士基、国家开发银行等战略合
作，加快向国际化港口码头运营商转
型。
互联网战略结出硕果。围绕智能

操作、物流电商、办公管控三大方向，
加快建设智慧港口。全年完成创新成
果600多项，申报国家、省市各类创新
奖项及专利60多项。

青岛港去年吞吐量超5亿吨
稳居全球第七位，2016年增开集装箱新航线20条

□半岛记者 肖玲玲
本报1月2日讯 每天借出去近

300册书，一个月6000多册书全部借
完，这除了能看出岛城阅读氛围不
错，更重要的，是借阅读书的便捷让读
书流通提速了不止一点。2016年11
月份，市南区推出的“青岛市市南区图
书馆云阅系统”（简称“青云图”）互联
网阅读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读者在
手机上下单借书，三天后快递免费送
上门。”市南区图书馆馆长王鹏表示，
试运行1个月，效果不错。
“只要关注市南区图书馆或市
南区旅游局微信公众号登录‘青云
图’平台，输入借阅证号、密码等信
息，就能下单借阅，特别方便。”八大
湖街道居民、26岁的刘燕告诉记者，
自己前些日子在“青云图”平台上下
单借了两本书，三天后就拿到手了，
“真的很方便。”而读完之后，她只要
在借阅期内将图书归还到就近图书
馆即可。
据王鹏介绍，经过一个月的试运

行，总体来看效果方面不错，系统方
面他们还需要调试，将进一步简化使
用方法，不仅如此，还要增加提示功
能，“你可以借几本书？你的借阅证是
不是产生逾期费了，都在完善中。”那
更新后的“青云图”何时上线？“元旦
后两三个周应该就差不多了。”王鹏
介绍。

“青云图”系统上线一个月
手机借书超过6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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