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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彬

珠海高新区智能无人艇挺进深蓝

7月 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加强顶

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

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

海洋经济。要提高海洋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强化海洋战略科技

力量，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

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此次会议无疑是为海洋经

济的新一轮爆发式增长提供了

强大的政策引领和支撑。天风

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

国海洋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

元，为深海科技发展奠定坚实

的产业基础。预计未来深海资

源开发效率将大大提升，不仅

构建新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更将推动海洋经济从传统“浅

层开发”模式，向涵盖勘探、开

采、加工全产业链价值挖掘模

式跨越。

作为海洋探索、资源开发和

科学研究的关键支撑，我国深海

机器人亟需攻克哪些核心技术？

大踏步前进

近日，成立仅 2年的深海智

人（广州）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海智人”）宣布，签下阿联

酋电信集团千万美元订单，实

现了中国深海机器人首次商业

化出口。

据了解，深海智人拟向海

外客户交付的整套可悬浮式深

海管缆埋设机器人系统被命名

为 Phoenix 600（凤凰座 600），其

长 6 米、重 12 吨，最大下潜深度

3000米，能以厘米级精度完成光

缆埋设。

“它的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

控。”深海智人创始人马亦鸣介

绍说：“过去这类设备的核心部

件依赖进口，现在我们通过模块

化设计和供应链整合，70%零部

件来自珠三角地区企业。”

今年 5月，中国科学院西安

光机所宣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深

水海管铺设智能监测装备“海

卫”系统顺利完成海试。该系统

创新采用“无人船+水下自主机

器人+光通信”技术架构，成功

地实现了深海无线光通信，传

输速率较传统水声通信提升三

个数量级，着泥点识别准确率

达 95%。这一突破填补了我国

在深海油气智能化装备领域的

技术空白，更标志着我国在深海

通信和自动化作业领域跻身全

球第一梯队。

上述深海机器人领域的发

展表明，我国在深海机器人领

域正在快速发展，不断取得重

要突破。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创服中

心事业部执行总裁魏明伟表示，

目前我国深海机器人行业技术

自主化率超过70%，甚至更高，比

如“奋斗者”号突破超万米下潜

纪录，国产化率超96%。

万创投行研究院分析师王

静认为，从整体上看，第一梯队

目前依然是欧美老牌玩家，技术

积淀深。而中国已稳坐第二梯

队最前面，尤其是在深海通信、

多机协作和民用实用装备等方

面，中国有自身特色和优势，总

体上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发展

到现在的局部“并跑”甚至个别

点的“领跑”。

深海智人副总经理兼市场

总监黄成认为，现阶段中国深海

机器人行业正处于技术突破与

国产化替代期，未来10年有望通

过政策扶持、场景驱动及成本优

势，逐步占领全球20%-30%的市

场份额。

深海机器人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据预测，到 2028
年，全球深海机器人整

机交付市场规模将达到

4200 亿元，相关的工程

作业服务市场规模将达

到1.5万亿元。

困境仍存

据了解，随着海洋

战略的实施和深海技术

的突破，深海机器人在

海底地形测绘、矿产资

源勘探、海洋生态系统

研究等方面展现出巨大

潜力。

广阔的应用前景和

巨大的市场规模为深海

机器人行业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但深海环境的特殊性

对其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综合地看，为了提高作业深

度、续航能力、自动化水平和数

据处理能力，深海机器人涉及到

的技术难点包括总体与环境适

应性、耐压与密封、深海伺服液

压动力、高功率密度推进、组合

定位导航等10余项关键技术。

魏明伟表示，深海环境具有

典型高压、低温、高复杂与通信

差和导航差特点。比如，在动力

方面，深海水温 2-4℃，电池容易

冻，性能会下降、续航能力弱；在导

航方面，GPS到了水下就容易失

灵，靠惯性导航容易失真，实时操

控很难实现。

目前，我国已经攻克部分技

术难题，但有些还要受制于人。

“在高端传感器（如高精度

光纤惯导）、长寿命储能技术等

领域仍与部分发达国家存在差

距，也存在部分核心部件依赖进

口的情况。”魏明伟说。

王静认为，我国深海机器人

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是

“芯”和“器”，高端传感器、核心

精密部件大量依赖进口；其次是

“散”，国内从科研单位到成品制

造企业的上下游实体众多，但有

时各干各的，重复造“轮子”，不

像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从设计、制

造到服务、人才培养的完整链

条；再次是“人”，真正的深海实

战专家太稀缺，人才缺口大，做

一次深海试验需要蹲守海上 100
多天，全国能带队的不超百人，

企业常抢不到专家。

在出海方面，欧美国家企业

有先发优势，建立国际标准壁

垒，这是中国深海机器人企业走

出去最大的障碍之一。

马亦鸣说，市场需求旺令人

鼓舞，但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打破

国外标准壁垒。客户此前使用

的英国产设备已形成标准化流

程，深海智人需要从零建立符合国

际标准的产品技术和管理体系。

业界认为，虽然问题不少，

展望未来，中国深海机器人行业

在诸多利好的加持下，将继续快

速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万创投行报告显示，2025
年，我国海工装备国际市场份额

连续 7年稳居全球首位，水下机

器人在海上风电、油气开发、光

缆维护等领域的渗透率持续攀

升。国产深海装备正通过自主

创新打破欧美技术垄断，在这场

变革中，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

优势、快速迭代的工程化能力，

以及丰富的近海应用场景，正逐

步掌握深海装备智能化升级的

主导权。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广东

省海洋工作会议上，珠海云洲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洲智能”）创始人张云飞分享

了云洲智能在无人艇领域的创

新成果。

2010年，在珠海高新区成立

的云洲智能是一家集无人船艇

研发、生产、销售与提供行业解

决方案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张云飞表示，多年来，广东

省、珠海市对无人艇产业发展

高度重视，在产业政策、资金投

入、人才引进、应用场景等方面

给予企业全力支持，使云洲智

能得以迅速成长为行业领军企

业，自主创新技术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率先突破无人艇关键

技术并实现产业化。

张云飞说，作为海上具身智

能的代表，无人艇可替代人力和

传统船舶作业，成为海洋经济发

展的新质生产力。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

用，无人艇在自主感知、智能化

控制、水下作业等方面的能力显

著增强。”张云飞认为，其应用范

围已从海洋探测等简单操作，逐

步扩大到巡逻侦察、海洋搜救等

复杂任务，成为海洋油气、海上

风电、海洋牧场、远洋航运等海

洋产业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

重要支撑。

据介绍，围绕无人艇发展，

云洲智能已形成系列方案并开

展广泛探索。在产品研发方面，

云洲智能研制的 40吨级无人艇

实现了上万公里的连续航行；首

创全球首艘高速可潜无人艇，创

新性地实现了水面、水下双模式

运行。在创新协同方面，云洲智

能联合南方海洋实验室首创“智

能敏捷立体观测系统”，实现区

域级空海潜无人系统跨域协同

作业；携手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建立深度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海

洋装备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

转化。在产业生态构建方面，云洲

智能发起成立全国海洋智能无人

系统协同创新联盟，其申报的“关

于建设深蓝矩阵工程的建议”已

获国家相关部委认可。在场景

应用方面，云洲智能与珠海市公

安局合作开展“无人艇巡逻警戒

常态化应用”，助力提升城市治

理的现代化水平。

张云飞表示：“当前，以无人

艇为代表的海洋新质生产力领

域，已成为世界强国未来海洋管控

权的主战场。谁先建立以智能无

人系统为核心的海洋常态化管控

能力，就将掌控未来的全球海洋。

这既是历史机遇也是挑战。”

近年来，全球无人艇产业增

长迅猛，专业机构研究显示，

2023 年全球无人艇产业规模已

达 1500 亿元，预计 2032 年将突

破万亿元。

张云飞认为，广东省海洋资

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拥有顶

尖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电子

信息产业基础，海洋智能装备优

势得天独厚。

张云飞说：“我们以无人装

备为抓手，以海洋管控应用为牵

引，驱动优势产业‘下海’，穿上

‘蓝色’外衣。”

“未来，云洲智能将继续坚

定地服务海洋经济发展、海上安

全以及海洋权益维护，以无人艇

技术为引擎，以无人艇深度赋能

海洋渔业、能源、航运等产业，推

动 广 东 省 率 先 向 海 上 智 能 时

代进发。”张云飞充满信心地表

示，在“十五五”期间，在广东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洲智能

将助力广东省打造一个千亿元

级的新兴产业，带动万亿元级的

集群，为海上新广东建设贡献更

大力量。 宋雪梅

深海智人研发的深海机器人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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