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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大洋勘探中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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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详细回顾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应用而生的立项背景，探索了由业主中国大洋协会负

责项目组织实施的新模式。总结了蛟龙号的技术优势以及近年来在大洋勘探中的应用情况，阐述

了蛟龙号对认识和开发利用深海资源做出的积极贡献，指出了蛟龙号在推动深海技术进步和新兴

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作为项目团队前进动力发挥的指导作

用。最后，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我国下一步国际海底和深海大洋资源开发中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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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载人潜水器是运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和各种装置、特种设备，快速、精确到达多种深海

复杂环境，进行高效勘探、科学考察和特种作业的

装备，它可以使科学家亲临海洋的内部研究海洋。

科学家对海洋研究越深入，对深海载人潜水器的需

求就越紧迫[1-2]。开展深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工作与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以下简称“大洋

协会”）的海洋开发与资源调查需要密切相关，对

于维护国家主权，保障海洋权益，开发海洋资源，

以及提高国防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铜、镍、钴、锰等大洋矿产资源的战略作

用日益凸显，加强国际海底勘探开发的研究势在必

行[3-4]，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论证与研发工作也逐步

开展。蛟龙号是我国自行设计、自主研制的首台大

深度载人潜水器，于 2002 年正式立项，2009 年开

始海试。2012 年 6 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

了下潜 7062 米的记录，这是当时世界上同类作业

型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这一深度覆盖了世界

海洋面积 99.8%的范围[5]。近年来蛟龙号已完成了

近 200 次安全下潜，获得了丰硕的深海科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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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超过 6000 米深度的下潜多达 30 余次，充分验

证了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为推进我国海

洋资源勘探开发、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有

力保障。 

 

1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立项背景 

1960 年起，随着近海石油开采的兴起，国际上

出现了一批浅海的载人潜水器和带缆水下机器人

（ROV）。一些海洋大国开始把目光转向蕴藏着丰

富资源的大洋海底，因此深海科学研究和深海资源

勘探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热点。1980 年后，美、法、

俄、日等相继研发了 6000~6500 米深的载人潜水器

和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AUV），在潜水器研制方

面进入了一个新高潮，特别是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

直接观察、直接取样、直接测绘和及时判断决策的

优势，在深海资源勘查和深海科学研究方面，更展

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快速发展，对浅海 ROV 开展了

一系列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尤其是通过中俄合作

6000 米水下机器人“CR-01” AUV 的研发成功，

在耐压结构及密封、槽道螺旋桨推进、水声通信导

航定位、环境探测、预编程控制、主从式机械手控

制等技术上已取得了初步实用化成果；在路径规

划、动力定位、光学、声学图像识别及导引等方面

也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并且也初步培养锻炼了一

支深海技术装备研发的国家队，积累了深海装备研

发的组织管理经验，为发展我国的深海装备建立了

从“0”到“1”的技术和人才队伍储备。 

1990 年初，在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我国海洋科技界就提出了“载人潜水器与深海工作

站发展”战略论证的建议，我国大洋协会也于 1990

年成立。1991 年，经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以下简称“ISA”）批准，大洋协

会在东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 15 万平方公里的

锰结核矿开辟区。富钴结壳资源也成为国际关注的

新热点，因此大量海底的勘查工作要做[6]。在这样

的形势下，我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已迫在眉

睫。大洋协会明确提出研制我国自己的大深度载人

潜水器的需求。 

2000 年，大洋协会再次邀请了国内相关专业领

域的院士和专家召开了深海运载技术需求论证会。

2001 年，大洋协会与 ISA 正式签订了《国际海底多

金属结核矿区勘探合同》，这更是成为中国载人潜

水器研制立项的直接推动因素。 

当时，国际上 6000 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有美国

的Seacliff、法国的Nautile、俄罗斯的Mir-I和Mir-II，

以及日本 6500 米级的 Shinkai6500，均已下水十年

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国内深海装备研发

经验和技术装备总体水平，确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深

海载人潜水器发展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路

线，如何组织国内力量开展项目研发等等，成为建

议者和决策者需要具体考虑和审慎处理的问题。 

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历来积极推动世界海

洋技术装备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应该为世界海洋科

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在综合国

力的强力支撑下，中国理应把国际深海载人潜水器

的水平向前推进一步。在国际上作业型载人潜水器

最大下潜深度为 6500 米的基础上，确定 7000 米的

目标就成了必然选择。同时，7000 米载人潜水器的

研制也将为未来向全海深进发实现阶段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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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工程院 2001 年召开了 7000 米载人

潜水器立项论证专题座谈会，参加的有国家各部委

领导、相关技术优势单位的院士和专家。会议统一

了认识，确定了 7000 米载人潜水器研发的迫切性，

明确了已具备可以立项的技术条件。 

在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清晰之后，国家科技部

组织专家对《7000 米载人潜水器总体方案论证报

告》进行了评审。2002 年 6 月，国家科技部正式批

准设立国家“十五”863 计划“7000 米载人潜水器”

（即后命名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确定

了四项标志性技术目标。具体研制目标是：根据中

国大洋协会勘查锰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矿

和深海生物等资源的计划及要求，瞄准国际深海勘

查作业前沿技术的发展，研制一台采用多种高新技

术、新材料和新工艺集成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7000 米载人潜水器，其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国家海洋局是项目的组织部门，中国大洋协

会作为业主，具体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中国船舶

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作为总师单位，联合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所、中科院声学所负责载人潜水器本

体研制任务，以及载人潜水器总装与集成、潜航员

培训等工作，一场深海技术领域的攻坚战由此拉开

帷幕[7]。 

 

图 1 我国首台 7000 米级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Fig.1 Jiaolong, China's first 7,000-meter large depth 

manned submersible 

 

2  探索中的项目组织实施模式 

开展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这样的大型科技项

目，是需要政府部门间、不同企事业单位间相互协

调，通力合作，联合攻关而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潜

水器本体、母船及水面支持系统、潜航员培训、深

海基地建设等四大版块需齐头并进，建立完善的组

织保障体系至关重要。由国家海洋局、科技部、中

国船舶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部门成立

了 7000 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领导小组，负责对

项目的全面领导与决策；由业主中国大洋协会组织

成立了 7000 米载人潜水器重大专项总体组，在负

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的基础上，又相继任命了潜水

器本体总师组和水面支持系统总师组，各自负责相

应的技术任务。之后还成立了潜航员培训专家组，

负责对潜航员选拔和培训进行技术指导与协调。又

成立了国家深海基地筹建办公室，对潜水器今后的

业务化运行模式等进行深入研究。 

与以往不同，这种重大专项任务由业主作为任

务大乙方总负责制的模式，更有力保障了项目的功

能目标管控，以及最终成果的及时转化，更能满足

实际应用的需要。 

按照确定的“自主设计、集成创新”技术总路

线，项目总体组对当时的国际载人深潜技术状况和

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与俄罗斯、

美国、英国、法国等有关国家的深海装备供应商开

展广泛接触，综合考虑国际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

进一步细化了各系统研发的技术路线，逐个部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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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自主研发或国外采购的具体技术实现途径。 

在研制过程中，提出了“‘适用’须贯穿研制

主线，‘安全’是所有工作底线”的设计理念，首

次提出载人潜水器研制的五个设计准则，即载体性

能与作业要求一体化准则，技术先进性与工程实用

性统一准则，技术要素规范化、标准化准则，结构

分块化和功能模块化准则，以人为本的多层面安全

保障准则。基于上述五个设计准则，采用多学科优

化技术，提出了超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总体研制思路

[8]。 

项目组贯彻了“丰富继承、重点突破、集成创

新、整体跨越”的设计思想，制订了“自行设计、

自主集成、独立完成海上试验”的研制路线，着力

继承和发展国内无人潜水器的相关技术，吸收、消

化可能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自主创新、重点突破

“深、准、通、新”四方面技术难点，实现跨越发

展。针对四方面技术难点归纳出的四大核心关键技

术，经细化分解，梳理出本体研制必须攻克的三十

一项关键技术，组织国内上百家相关技术优势单位

实现强强联合、协同创新，各自承担研制技术责任，

实行全程质量控制[9-10]。 

提出“四同步”研发模式，即同步研制，同步

建造试验设备，同步形成方法、标准和体系，同时

强调同步自主能力的培育与突破。蛟龙号开始研制

时，受当时国内技术水平和科研力量的限制，我们

对整个载人潜水器是自行设计的，而对一些部件和

配套设备的加工采用三种途径来实现： 

（1）自主设计、自主研制——边试验、边改

进、边应用、积累经验再创新； 

（2）自主设计、委托国外加工制造——设立

专项由国内专业单位研制出更新的材料、更好的工

艺； 

（3）国际市场可供应的成熟产品——引进、

消化、再创新。 

到蛟龙号研制任务完成之时，也初步实现了各

种部件的同步自主研发。 

另外，在蛟龙号研发过程中培训潜航员，全面

掌握运维知识与技能，确保了潜水器及时交付与运

营。可以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项目的

组织实施模式，是大型科研项目新型举国体制的成

功典型案例。 

 

图 2 蛟龙号首批两名潜航员 

Fig.2 The first two pilots of Jiaolong submersible 

 

3  蛟龙号的技术优势和应用情况 

面对队伍年轻缺乏经验的现实，在我国科技人

员的奋力拼搏、艰苦攻关下，他们以国家深海事业

为己任，用智慧和勤劳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经

过十年的努力，完成的蛟龙号与国际同类作业型深

海载人潜水器相比，具有六大技术优势： 

（1）最大工作深度：7000 米，工作范围可覆

盖全球海洋面积的 99.8%； 

（2）最佳操纵控制：自动定高、定深、定向，

自动巡航、近底爬坡等，特别是具有悬停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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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全作业手段：复杂地形条件下取样能

力、定点作业能力、高清航拍能力，尤其是高精度

地形地貌测绘能力； 

（4）最强通信探测：可实时传输语音、图像、

信号和文字，9000 米的通信距离在当时载人潜水器

中最大，测深侧扫声纳的分辨率高达 5 厘米； 

（5）最多安全保障：互为备用的动力，冗余

的生命支持与通信，故障检测与应急处理，6 套应

急抛载措施[11]； 

（6）最高电池容量：容量为 110 千瓦时安全

稳定的银锌电池电源系统。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于 2009 年开始海上试验，

连续 4 年成功完成了 1000 米级、3000 米级、5000

米级、7000 米级海上检验，2012 年在马里亚纳海

沟创造了 7062 米的世界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最

大下潜深度纪录。国家海洋局从实际出发，决定紧

接着从 2013 年开始进入 5 年的试验性应用阶段。

到 2017 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先后在我国南海、

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区、西太平洋海山结壳勘

探区、西南印度洋脊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区、西北印

度洋脊多金属硫化物调查区、西太平洋雅浦海沟

区、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区 7 大海区下潜，涵盖

了海山、冷泉、热液、洋中脊、海沟、海盆等典型

海底地形区域，主要为大洋协会深海资源勘探计

划、环境调查计划，科技部“973”计划，中国科

学院深海先导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南海深部

计划等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12-14]。 

 

图 3 蛟龙号在 5300 米深的锰结核矿区抓取海绵 

Fig.3 Jiaolong submersible was grabbing sponge in 

manganese nodules mining area (5300m) 

 

蛟龙号的应用开创了我国深海资源高效精细

勘探的新模式。利用蛟龙号，实现了沿预定测线间

隔 1 米距离的全断面近底调查、200 公斤的多点大

容量取样，揭示了结壳区资源分布特征、矿体边界；

验证了多波束回波强度结壳勘探方法的有效性；首

次取得原位洋中脊热液流体样品，揭示了超慢速扩

张洋中脊热液流体特征，查明了龙旂热液区热液活

动及热液产物分布特征；为在大洋协会和 ISA 已签

订的勘探区内划定潜在的开矿选址提供了重要依

据。 

蛟龙号的应用为我国精准选划和申请新的矿

区勘探合同提供了核心调查资料。利用蛟龙号，首

次在西北太平洋采薇海山区 5000m 以深海底发现

了大面积的高品位富钴结壳；首次在西北印度洋热

液区获取了高质量海底矿物、岩石、热液流体和生

物样品以及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照片和同步的环

境数据；为我国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新矿区的

申请积累了可靠数据。蛟龙号的应用助力我国成为

海底勘探合同数量最多、矿种最全、矿区面积最大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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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的应用也开辟了我国深渊科学研究的

新领域。利用蛟龙号，首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活

动泥火山地质新现象，对研究超深渊区板块构造活

动、俯冲与沉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首次揭示了维

嘉海山与采薇海山巨型底栖动物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改变了海山间生物种类相似性低的传统认识；

取得了深海生态环境新认识，发现不同类型热液喷

口生物群落的巨型底栖生物种类和数量有显著差

异。蛟龙号亲临海底开展的科学调查，为提升我国

在国际海底治理的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试验性应用阶段，衔接海上试验与日常应

用，蛟龙号已累计成功下潜 192 次，搭乘了近 600

人次的海洋科学家和科技工程人员下达深海海底

进行直接观测、取样、测绘。其中，31 个潜次作业

水深超过 6000 米，累计获得了 1200 公斤岩石和结

核、结壳样品，398 管沉积物样品，3953 件生物样

品和 6225.5GB 地形地貌视频等资料。 

2015 年 3 月，蛟龙号结束在印度洋的科考任务

后，停靠在青岛母港的国家深海基地码头，国家深

海基地管理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建立了一套国家重

大深海装备开放共享的应用管理机制，培养了一支

载人深潜应用发展队伍，全面负责蛟龙号的业务运

行和保障[15]。 

在 2018 年启动的蛟龙号技术升级工作中，根

据科学应用需求，完成了载人球壳结构全寿命监测

系统、载体框架的优化设计与建造、水下灯光视频

系统改进设计、作业接口规范与增加、控制系统升

级和测深侧扫声纳国产化等六项技术改进工作，进

行了 7000 米级油浸锂电池组样机试制和试验，完

成锂电池换装技术设计。通过技术升级，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的技术先进性、安全性，可维性、可用性

和作业能力均有显著提高，可以满足新的应用需

求，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新母船“深海一号”于

2020 年 8 月正式下水，开展试航和船载装备适航性

试验验收工作。“深海一号”船先后在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码头开展了 3 次蛟龙号布放回收演练，

在威海近海试验基地和鳌山卫锚地开展了 5 次蛟龙

号浅海下潜演练，在蛟龙号南海 1000-3000 米海试

期间最大 6 级风、浪高 2.5 米的恶劣海况下开展了

5 次下潜，在蛟龙号马里亚纳-雅浦海沟 7000 米级

海试中 21 天内完成 12 次下潜。“深海一号”船与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适配性得到充分验证，水面布放

回收作业规程日渐成熟，在最近的 D192 潜次中，

从潜水器挂上龙头缆到回收到甲板用时仅仅 15 分

钟。 

ISA 秘书长 Lodge 先生对蛟龙号给予高度评

价，称赞蛟龙号“无疑是使人类进入深海探索的最

先进的科技成果之一”。中国常驻 ISA 代表处也表

示，蛟龙号研发和应用对我国深海海底矿区资源勘

探和开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推动深海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 

蛟龙号推动了我国深海技术、应用体系的跨越

发展和深海关键装备的国产化进程。在蛟龙号研制

与应用过程中，蛟龙号原引进的深海磁耦合推进

器、深海直流电机、浮力材料、水下灯、水密接插

件、七功能机械手、超短基线、长基线定位声纳、

超高压海水泵等部件已实现国产化。 

为提高我国深潜装备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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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早在 2009 年蛟龙号尚未完成海试之时，863 计

划又布局了 4500 米载人潜水器也就是深海勇士号

设计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历经 8 年持续艰苦攻关，

深海勇士号实现了载人舱等耐压结构和材料、锂电

池新能源、海水均衡系统、液压作业系统、声学通

信、水下定位、控制软件和执行机构等关键部件的

国产化，潜水器装备自主化率达到 95%，并于 2017

年 10 月成功完成海试，为深海载人深潜高端装备

实现“中国制造”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深

海勇士号的成功，极大拓展了中国企业相关领域的

制造能力，实现了我国载人潜水器由集成创新向自

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有了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的基础，瞄准全球海

洋最深处逐步成为可能。2016 年，国家科技部适时

支持了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开启

了历时 5 年的集智攻关工作。2020 年 11 月，奋斗

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八次万米级下潜，并且实

现了全球首次万米深海作业现场的高清视频直播，

使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

和研究的能力，实现了我国在同类型载人深潜装备

方面的超越和引领。 

“用字当头”是大深度载人潜水器工程研发的

首要宗旨，“要用”是工程立项的原动力，“顶用”

是工程发挥作用的生命力，“用好”是工程寿命期

实现的保障。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三台

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研制成功后，迄今已累计完成

580 余次下潜任务，成功率达 100%，成果丰硕。我

国载人深潜遵循严谨的科学发展路线，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了中国特色的自主自强之路。 

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我国载

人深潜技术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核心关键

技术自主可控，特别是在设计计算方法、基础材料、

建造工艺、通信导航、智能控制、能源动力等方面

实现了重大技术创新。以奋斗者号的核心部件载人

球舱为例，其钛合金材料由我国自主研发，强度高、

韧性好、可焊性强，这是国际上 30 年来在载人深

潜技术新材料应用上取得的首次突破之一。 

蛟龙号的研制有效促进我国深海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带动我国深海能源、材料、结构、通讯

导航定位等高技术和产业全面发展，带动深海通用

元器件、高性能电池、精密传感器、特种功能材料

等研发和产业化，实现自主可控，改变对外高度依

赖的局面。这些深海通用技术和装备，在深海油气

勘探开发、深海考古乃至旅游观光等方面的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支撑我国深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潜力巨大。 

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为依托，我们

国家闯出了一条挺进 7000 米的深海海底之路。在

创造世界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记

录的同时，实现了我国深海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重

大跨越，成为我国深海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

重要的是，我们的深海工程技术人员从此树立了进

军深海大洋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深海科学家具有

了进入海洋内部探索海洋奥秘的良机。可以说，蛟

龙号研发与应用任务的圆满完成，为“建设海洋强

国”战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系列潜水器的研制，不仅推动了我国载人潜

水器形成谱系，而且有力促进了无人技术的发展，

为我国深海大洋研究和开发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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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传承 

“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

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首次在 2009 年蛟龙号第一阶

段 1000 米海试总结时被提出。从海上试验“没有

单位，只有岗位”的理念，到“我的工作无差错，

我的岗位请放心”具体要求，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

内涵不断凝练与充实。伴随着深海实践的不断探

索，团队力量不断凝聚，团队自信心不断增强，中

国载人深潜精神逐渐成为整个载人深潜团队的灵

魂。特别是在蛟龙号历次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中，中

国大洋协会作为业主单位严密组织，坚持党的领导

在第一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为蛟龙号研制与应用的成功发挥

了重要指导作用。 

严谨求实，传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是指导深海载人潜水

器研制和应用的思想基础和客观要求。 

团结协作，传承了集体主义精神，体现了友爱

互助、和谐共进、创新发展的时代特色，是完成载

人深潜研制和应用任务的根本保障和坚强基石。 

拼搏奉献，传承了艰苦奋斗和革命英雄主义优

良传统，体现了胸怀祖国、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

豪迈气概和忠于职守、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奋斗

精神，是中国载人深潜团队完成研制和试验任务的

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 

勇攀高峰，传承了永不满足、奋发图强的进取

意识，体现了与时俱进、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创

新思维，是夺取载人深潜研制和试验胜利的执着追

求和强大动力。 

 

图 4 蛟龙号在海底布放国旗 

Fig.4 Plac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by Jiaolong 

submersible  

 

2012 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了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 7000 米级海试下潜人员“载人深潜英雄”称

号，授予研发与海试团队“载人深潜英雄集体”称

号，并肯定了团队凝练形成的“严谨求实、团结协

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载人深潜精神。2020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奋斗者号海试胜利

返航时发来贺信指出：“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

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

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

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

了典范。” 

 

6  展望 

深海大洋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宝藏。进入深海

大洋，离不开深海装备。目前，大洋协会正在全力

打造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无人有缆潜水

器、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等“三龙”大型装备体

系和深海钻探“深龙”、深海开发“鲲龙”、海洋数

据云计算“云龙”以及海面支持的“龙宫”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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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龙”协同作业[16]，服务于“深海进入、深海

探测、深海开发”战略，更好地推进国际海底和深

海大洋资源开发工作可持续发展。未来，中国载人

深潜技术和装备将为服务深海大洋事业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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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 of Jiaolong manned submersible in 

ocean exploration 

 

XU Qi-nan, YE Cong, WANG Shuai, HOU De-yong 

(1. China Ship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Wuxi 214082,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eep-sea Manned Vehicles, Wuxi 21408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ackground of project approval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Jiaolong manned 

submersible is reviewed in detail, and the new model of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owner, 

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D Association is explored.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Jiaolo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cean exploration in recent years is summarized,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of Jiaolo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eep-sea resources is expound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Jiaolong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deep-sea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Chinese 

manned deep-sea spirit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project team is pointed out. Finally, the future work of Jiaolong 

manned submersible in China’ s international seabed and deep oce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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