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科技学院科技处

关于深入学习万步炎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近日，中宣部授予万步炎同志“时代楷模”称号。万步炎同志

是科学家精神的模范践行者，是潜心教书育人的教师楷模，是矢志

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他的先进事迹鲜明体现了共产党员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体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矢

志创新、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体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执着追求。

请各单位紧密联系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万步炎

同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科学家精神，争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生力军，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建设教育强省提

供人才支撑。

附件：万步炎同志先进事迹报道

湖南科技学院科技处

202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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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时代楷模”万步炎：深潜海底 2000 米
的“海牛” 是送给祖国最浪漫的礼物

2023-05-22 来源：时代楷模发布厅

今天发布的“时代楷模”人物着实有点儿酷，他不仅爱看武侠小说，还

练过铁砂掌。

不仅拉得一手小提琴，更是宠妻 30 多年的“浪漫专家”。

他就是万步炎，不仅名字像“武林高手”，真实身份更是海底勘探领域

的顶级高手！

我们都知道，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发

达国家已经在公海“跑马圈地”时，我国却因海洋技术落后只能望洋兴叹。

2003 年，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台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横空出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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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彻底打破了海底地质勘探钻机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历史，更为创造和刷

新世界钻探深度打下了基础，实现了中国在海底勘探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平凡如你我一般，喜欢唱歌、散步、看星星的万步

炎，竟然就是那个在 2000 多米的深海打钻、取出海底岩芯的“绝世高手”

——中国“海牛”项目首席科学家。

01

1964 年，万步炎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农村。因为外公是革命烈士的缘

故，即便是在粮食匮乏、生活艰难的岁月，万家每年都能收到国家给的 600

斤谷子的救济粮。

当时尚年幼的万步炎并不明白外公可以付诸生命的理想信念究竟是什

么，可这份 600 斤的救济粮却实实在在地让他有了一个能填饱肚子、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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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释放自己天性的童年。

万步炎的调皮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下河、爬树、掏鸟窝……他的聪明和

动手能力之强更是让大人们啧啧称赞：自制弹弓、小手枪，甚至利用村部

报废的电话机和手电筒灯泡组建了一个小照明电网。有一次跟母亲去供销

社，他看到橱窗里的《新华字典》，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非要买回来。这

本《新华字典》就像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他爱上了读书、爱上了

天文，整天琢磨能飞上天的东西。

1978 年，刚满 14 岁的万步炎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地

质系探矿工程专业。1985 年，研究生毕业后，听说长沙矿山研究院要组建

国内第一个海洋采矿研究室，还要到海底去采矿，21 岁的他第一个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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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没能“上九天揽月”的万步炎有了“下五洋捉鳖”的机会，而

且这一干就是 30 多年！

02

1992 年，万步炎受邀到日本开展海洋技术合作研究，日方人员经常毫

不顾情面地表达对中国人的不认可。

心里像扎了一根刺的万步炎，铆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一年后，他不仅

得到日方的高度肯定，更是收到了每月 2500 美元的高薪邀请。面对比国

内高出近百倍的工资，万步炎内心是非常自豪的，这证明了中国技术人员

的能力一点儿不比外国人差，但他回国的选择更是无比坚定：“科技的进

步、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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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34 岁的万步炎终于第一次登上远洋科考船。然而，在船上看

到的景象又一次深深地刺痛了他——“所有仪器设备，哪怕一根很小的这

个取样的钢管，都是进口的。”更令他心疼不已的是，科考船在海上跑一

天要花费几十万，可在海上干了几个月，一个样品都没能成功取到。当时，

中国已经从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了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区域，如果不能在时

限内提交资料，就会失去优先权。

面对国家需要和受制于人的不甘，万步炎下定决心：“必须五年内研制

出我国自己的深海钻探设备。”当时，很多专家认为，中国能一步不差地

走好“外国路”，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万步炎却提出：“要做就做最好的！”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万步炎咬着牙带着团队一项项技术攻关。2003

年 4 月，万步炎终于带领团队造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深海浅地层岩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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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钻机。

海试那天，他亲手操作钻机，几乎是屏住呼吸，将钻机一点一点地放到

了海底。下钻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所有人紧张地盯着控制室的数

据。尽管只有 0.7 米，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深海钻机在太平洋上打出的第

一个孔！那一刻，大家抱在一起哭着笑着，平时很少喝酒的万步炎醉得一

塌糊涂。

为了这一刻，为了这海底下钻出的 0.7 米，他奋斗了整整 18 年。一次

次从零出发，又一次次的归零重启，终于在黑暗幽深的海底走出了一条从

未有人走过的中国道路。

03

从海底表面至数百米深度的地层中，深藏着一种极具战略意义的未来能

源——可燃冰。

然而，可燃冰的保存条件极为苛刻。当时，因为没有相关技术，中国只

能租用国外的钻探船。不仅出海成本高昂，更面临着我国公海海域可燃冰

储量分布被国外首先掌握的巨大风险。

“自己国家的资源，却没有自己的技术可以开采！”为了尽快摆脱窘境，

万步炎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做就做成代表中国智慧，能够真正

领先世界的装备！”

为了摸索出一套创新路径，万步炎憋着一股狠劲儿，和团队成员在工厂

里把控每一个细节到极致，一遍遍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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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 6 年的时间，他带领团队尝试了上百种方法，试验过 26 种材质，

进行过 5 次迭代升级，终于为中国的深海打造出了一只无与伦比的“海底

神兽”——高 7.6 米、腰围 10 米、体重 12 吨的“海牛Ⅱ号”。

2021 年 3 月，万步炎带着他的“海牛Ⅱ号”向 2000 米的深海发出战

书。只要这头“海牛”能在海底大显神威，中国深海勘探就能真正在技术

上领先世界、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正当测试顺利进行时，海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海洋绞车减

速箱发生严重损坏。此时，“海牛Ⅱ号”悬吊在近 1000 米的深海，收不

上来，放不下去。眼看 48 小时后，强台风就要经过，如果不能及时修好绞

车，就只能把缆砍掉，不得不将花了多年时间研发、价值几千万的“海牛

Ⅱ号”葬身海底。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用尽各种办法都宣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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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整个科考船上只剩下沉默。

此时，距离台风到来只剩下不到 30 个小时。在所有人都做好了放弃的

准备时，万步炎拿出一张画好的图纸走出房间，对大家说：“我们可以临

时搭建一个液压系统。”万步炎站在甲板上，迎着狂风，指挥操作，终于

在距离台风到来不到两个小时之际，“海牛神兽”被成功收回。

2021 年 4 月 7 日，万步炎带着“海牛Ⅱ号”，再次向 2000 米的深海

发起挑战。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海牛Ⅱ号”缓缓入海，没进深蓝。2 个

半小时后，它抵达水深 2060 米的海底，“1 米，60 米，100 米……”万

步炎聚精会神操控着钻机，向下深钻。整整 20 多个小时，已经 57 岁的万

步炎几乎没有合眼，当钻头的深度达到 228 米、229 米，最终停留在 231

米时，万步炎忍不住红了眼眶。

从 0.7 米到 231 米，从推开深海一条门缝到打开深海大门，从难以望

其项背到实现技术超越，这 231 米，万步炎走了 20 多年。也是在这一刻，

他终于拔出了技术落后这根深扎于心头多年的利刺：“别人做到了的，我

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04

生活中的万步炎，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拉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提琴曲，是他向妻子最深情的告白。

唱歌更是他一生的爱好，不仅家里装了卡拉 OK，连乐理都被他研究得

很清楚。不忙碌的时候，和妻子一起散步、打乒乓球，在望远镜前看星星，

是他最享受生活的时刻。甚至与学生一起在海上勘探的日子里，他也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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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家一起仰望星空，一起沉浸在漫天的繁星和大海的深邃之中。

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的一生其实也就是星星眨

眼的瞬间，我们目光之所及是星辰大海，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一定要

脚踏实地。”

今年已经 59 岁的万步炎，虽已经是两鬓花白，眼睛里的光却愈发明亮、

坚定，“走向深蓝的海洋梦，就是我的中国梦。越是遇到困难，我越是兴

奋，越想挑战它。每一次研发成功让我特别有成就感，那种快乐和喜悦就

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一说起梦想，万步炎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抱着一本《新

华字典》，怀揣梦想和好奇，渴望上天入海的少年。

是的，当你选择了勇往直前，梦想，终将带你抵达远方，热爱，一定会

把未来照亮！正如万步炎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能够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我们的一份

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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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星|万步炎：向着大洋深处进军
2023-06-22 来源：光明日报

1985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长沙矿山研究院工作。那时我

国海洋勘探开发刚刚起步，长沙矿山研究院着手组建海洋采矿研究室。带

着对海洋的无限向往，我第一个报了名。1992 年，我受邀去日本开展海洋

技术合作研究。趁着这个机会，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一年后，我交出

的成果让日方非常吃惊，他们开出比国内高近百倍的工资挽留我。我没有

动心，毅然回国。

1998 年，我第一次登上远洋科考船，整整一周的海上颠簸，让我吐得

“昏天黑地”。但比晕船还难受的是，我发现船上几乎所有的钻探装备都

不是国产的。更让人痛心的是，科研人员用从国外高价租来的深海钻机在

海上干了几个月，一个样品也没取到。受此触动，我发誓：一定要造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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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自己的深海钻机。

一切从零起步。我带领团队开始一项项技术攻关，并自学了许多以前从

未涉足的学科。经过 4 年不懈努力，2003 年，我主持研发的我国首台深海

浅层岩芯取样钻机问世，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深海钻机，在太平洋洋底打

出了第一个孔。

此后，针对我国海底多金属硫化物勘探、海底工程地质勘察、海底天然

气水合物即“可燃冰”保压取芯钻探等系列“卡脖子”问题，我们相继研

发了海底中深孔钻机、“海牛Ⅰ号”海底多用途钻机系统、“海牛Ⅱ号”

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等。从 0.7 米到 20 米、60 米，一直到 231

米，我们一次次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将深海资源与地质勘探

的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了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如今，我们在太平洋、

印度洋洋底，在我国南海、东海等海域下钻了 2000 多个“中国孔”，探

明矿藏储量、品位和埋藏形态，勾勒出一幅幅深海“藏宝图”。

目前，“海牛Ⅲ号”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已正式启动，不久的将

来，“海牛”家族还会有更多成员。向着更深更广阔的海底进军，我们誓

言要做就做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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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万步炎③|蹈海酬壮志，
潜心育新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蓉

广袤的海洋，是地球生命起源之地，却用黑暗、寒冷、高压、腐蚀、导

电的海水，阻挡人类深入探寻。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万步炎带领团队研制出的深海“神兽”——“海牛

Ⅱ号”，却能潜游至 2000 多米深的海底，如泥鳅般钻进 231 米的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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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全程保压带回珍贵的能源可燃冰。

这位“时代楷模”从事海洋事业的 38 年间，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

海上度过。海洋，不仅是他科研的主战场，也是他育人的大课堂。

“我就是吃这碗饭的”

万步炎的老家在华容县农村。少年时，洞庭湖很近，大海很远。

1983 年夏季，19 岁的万步炎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在这座滨海之城，

他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看着海天相接的壮阔美景，万步炎想起了心爱的姑

娘，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在附近商店买了一个粉色水壶，装了一

瓶“海的味道”带了回去。这位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刘淑英。

大海虽美，但也变幻莫测，暗藏危险。1998 年，他第一次登上远洋科

考船，却因晕船吐得昏天暗地，只能一直躺着。“我来是要干活的呀，一

直躺着怎么行。”他支撑着爬起来，摇晃着到甲板上来回走，逼着自己吃

东西。一周之后，他适应了大海的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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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万步炎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一个环球科学考察，在海上待了 5

个月。横跨太平洋时，科考船遇到 14 级台风，近 20 米高的巨浪接连扑过

来，随时都可能把船吞没。

这是万步炎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但他没有退却：“我就是吃这碗饭的，

大海，就是我的主战场。”

桀骜不驯的大海，一次次向万步炎发出战书。

2008 年，“海牛”海试时决定采用高达 3300 伏的铠装光电复合缆供

电和光纤通信。“停，快停下来！”钻机下潜到 1000 米时，突然绝缘值

时高时低，漏电危险一触即发。万步炎拔腿冲向绞车间，发现绞车和铠装

高压电缆连接处使用的是普通绝缘胶带。他立即派电工进行紧急抢修，终

于，“海牛”着陆海底，钻机成功下钻 2 米取样。

2015 年 5 月，万步炎和团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海牛”绞车收放试验时，

遇到了七级大风，巨浪不断向科考船涌来，船体剧烈摇晃。据气象预报，

风浪还会增强。船长要求尽快返航。“请再给我几分钟！”获得船长同意

后，万步炎的声音穿透风雨海浪，“大家继续干！”经过大家的努力，绞

车收放试验终于完成，科考船于风雨中紧急返航。

投身海洋事业以来，每一次海试，万步炎都没有缺席。“万教授说，出

海机会是宝贵的，要珍惜，只有亲临一线，才能获取真实的情况，才能把

‘海牛’做得更好。”“海牛”团队成员朱伟亚说。

“做我的学生必须要到海上去”

在科研过程中，万步炎意识到，填补国家海洋领域的空白，不仅在技术

上，更在人才的培养上。

2010 年，万步炎从长沙矿山研究院调到湖南科技大学，开始着手培养

新一代的国家海洋人才。

“从前我带团队，只要教他们把任务完成，把成果做出来就可以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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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校，不光要让学生学会动手，还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万步炎回忆，当时他是依托机电学科进行教学，由于很多做海洋研究必需

的课程还没有开设，因此自己来到学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一门海

洋流体力学课。

做万步炎的学生，还需要上好两门课：走进海洋是专业课，吃苦耐劳是

必修课。

“做我的学生必须要到海上去！我招学生，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们，离家

几个月，海上枯燥的生活能否适应？晕船能不能克服？到海上，无论是研

究生，还是教授，都得拿起扳手、电焊，像工人一样干活，能不能接受？”

万步炎说。

2018 年暑假，还没有正式报到入学的“90 后”博士生许靖伟，就接到

导师万步炎的电话：一周后上船！从没见过大海的小伙既兴奋又紧张，这

堂“海上第一课”也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夏天甲板上像蒸笼，有时候温

度高达 70 摄氏度，可万教授比年轻人还能熬，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我

困得眼皮打架，他仍精神抖擞。”以大海为教材，年轻的许靖伟也坚定了

自主创新的信念。

实验室内无法完美模拟海上现场状况，科研设备的问题在海上最容易集

中显现。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排除故障、解决问题，考验着学生的实践水平

和知识的迁移运用。

因此，每遇到问题，万步炎就会召集学生拿出方案共同探讨，让学生自

己来解决实际问题、体验实践操作，自己则在旁边指导。如此一来，每次

出海，学生都能得到飞速进步。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潜航员、湖南科技大学 2019 级研究

生唐文波，就是“海牛”团队培养出来的。“万教授对海洋的热爱、对工

作的严苛，都让我受益匪浅。”2021 年 10 月，唐文波乘坐“奋斗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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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潜水器直潜深海 7731.30 米，成功完成全海深沉积物气密取样。

截至目前，万步炎团队培养了 8 名博士和 42 名硕士。这些学生，都已

成为“钻”在我国海洋事业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这是大海的馈赠”

海上的时光，也有很多美好。鲸鱼、鲨鱼陪伴他们前行，海豚在船前嬉

戏。

在等待海试作业的间隙，喜欢钓鱼的万步炎，偶尔会借用海员携带的钓

具钓鱼来吃。“那才是真正的海鲜，比如鱿鱼只需剖开洗净切成丝，然后

与酱油、洋葱、芥末一拌，那个美味，我到岸上都会回味很久。”万步炎

笑着跟记者分享。

万步炎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开“海上讲堂”——授课内容上至天文星

象，下至海洋研究，还有量子力学、相对论、音乐。“万教授很博学，他

的课丰富了我们的知识面，也让海上生活没那么枯燥了。”湖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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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实验室副主任、“海牛”团队成员金永平说，跟随万教授这么多年，

他对海洋事业的热爱鼓励着自己不断奋勇向前。

如今，59 岁的万步炎已一头白发，他笑言“这是大海的馈赠”。他已

记不清，在海上看过多少次日出日落，数过多少次满天繁星。“但我最喜

欢的风景，还是钻机下探时传上来的画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海鱼在钻机旁

游来游去，好可爱。”

“将来即使我退休了，也不会跟海洋事业完全脱离，如果有后辈找我咨

询一些事情，我会尽最大能力提供自己的意见。”万步炎说，如果 65 岁能

退休，自己第一件事就是去考飞机驾照，然后带着夫人一起去看世界，看

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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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万步炎：钻向蓝海最深处
2023-06-28 来源：中国新闻发布

“时代楷模”称号获得者万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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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7.6 米、腰围 10 米、体重 12 吨……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上，一架名为“海牛Ⅱ号”的庞然大物，屹立于一众大国重器间，吸引

着诸多观众的目光。

2021 年 4 月，正是这只养在深海的“牛”，在南海超 2000 米水深的

海底钻出了 231 米深的孔，一举刷新了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纪录。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炎正是“海牛Ⅱ号”的缔造者。从领

衔研发中国首台深海钻机，到研制“海牛Ⅱ号”，30 多年来，万步炎和他

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深海勘探领域闯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2023 年 5 月 22 日，中央宣传部授予万步炎“时代楷模”称号，并向

全社会发布了这位深海勘探先锋的先进事迹。

于“卡脖子”处奋起攻关

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有志气，如果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那也是卡不住

的。——万步炎

故事要从 25 年前的一次远洋科考讲起。

1998 年，34 岁的万步炎第一次登上远洋科学考察船，协助开展设备海

试。整整一周时间，晕船的他吐得昏天暗地，但比晕船更让他难受的，却

是眼前看到的景象：船上小到塑料取样管，大到勘探所用的仪器设备，都

是“洋品牌”。重金从国外租来的海底钻机，钻探了一个航次，颗粒无收。

在深海探测领域，海底钻机相当于天文学家的天文望远镜。它虽然只是

一个工具，却直接关系着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能走多远。西方不卖海底钻机，

租的又不中用，1999 年，我国决定自主研发深海钻探设备。经过公开招标，

万步炎所在团队接下了任务。

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万步炎凭着湖南人特有的“霸

蛮劲儿”，发誓要把深海钻机造出来。他自学机械设计、电子技术和自动

控制等知识，带着团队一项一项进行技术攻关。随着深海锂电池技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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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控制与视频图像传输技术、深海液压技术的成功突破，万步炎逐渐掌握

了深海钻机的研发“密码”。

2001 年，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海底钻机诞生了。带着 4.5 吨的样

机，万步炎和团队成员意气风发地登上科学考察船，准备第一次下钻作业。

此时，难题又来了。

从国外购买的“大洋一号”船，号称可承载 5 吨重量，谁知到了船上一

测，只能承重 2.5 吨。已经运到太平洋的样机因超重无法下海。想给这只

“巨牛”减重并不容易，但不信邪的万步炎没有放弃：“我可以重新设计，

通过大量仿真计算，搞清楚到底薄到什么程度是它的极限。”

2003 年 4 月，带着完成减重目标的钻机，万步炎再次登上科学考察船。

这一次，我国首台深海浅层岩芯取样钻机终于海试成功，在海底下钻 0.7

米，打下第一个“中国孔”，取回了矿石样本。

中国海底钻机迈出了挺进深海的第一步，但对万步炎来说，这还远远不

够，他希望下钻距离深一些，再深一些。2015 年，万步炎制造出了能在海

底深钻 60 米的“海牛Ⅰ号”，突破了国际公认 50 米难以跨越的难关。2021

年，具备海底 231 米全程保压取芯功能的“海牛Ⅱ号”钻机诞生了。

向“世界第一”咬牙迈进

我做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交差，最后要解决国家的问

题。——万步炎

在万步炎的字典中，“做科研等同于解决问题”，当他一步步把头脑中

的东西变为现实，解决了一个个难题，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令他沉醉、

着迷。

2021 年 3 月，万步炎带着万众瞩目的“海牛Ⅱ号”，向喜怒无常的大

海发出了战书。他要赶在科技部的验收前，进行几次不同深度的海试。

就在测试项目顺利开展之时，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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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海洋绞车的关键部件减速箱破裂了，盖板碎得四分五裂。”

绞车是负责钻机在海里升降的重要装备，此时“海牛Ⅱ号”距离海岸 100

多公里，钻机悬吊在近 1000 米的深海，距离海底只有 6 米，收不上来，

放不下去。而祸不单行，天气预报传来消息，48 小时后强台风就要经过这

片海域，船必须离开躲避。

万步炎心情非常沉重，如果无法回收钻机，那将意味着国家耗资几千万

研发出来的设备化为乌有。“不能放弃，没有退路，我们科研人员只能一

往无前。”万步炎和团队成员想尽各种办法尝试维修。他们紧急向丹麦厂

家求助，答复是爱莫能助；联系国内代理商上船修复，对方称无能为力。

“别人靠不上，我们自己修！”万步炎决定临时搭建一个液压系统，替

代原有电动系统损坏部件的工作。他马上设计图纸，用尽船上能找到的材

料，连续奋战近 30 个小时。在万步炎的指导下，悬在深海 46 个小时的钻

机终于被回收上了船。此时，距离台风来袭只剩两个小时。

科研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越难的题目，越能激发出万步炎的斗志和

爱国之情。“中国人如果下定决心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不相信有什么是完

全解决不了的。”万步炎说。

在海洋深处建“大课堂”

国家认可我作的这点贡献，我更要拼命努力，向更深、更广阔的海域挺

进。——万步炎

万步炎是一位具有冒险精神的实干家。这一辈子，他琢磨过“上天”，

思考过“入地”，最终却“下了海”。

1964 年，万步炎出生在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华容县。他的外公是烈士，

将一腔热血报效了祖国。小时候的万步炎爱看《十万个为什么》，天天琢

磨天上飞的东西，“当一名飞行员”是他的儿时梦想。14 岁时，万步炎提

前参加高考，一举考中。他填报的志愿都是航空航天和天文学，却被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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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探矿工程专业。少年的好奇心从“天上”转移到了

“地下”。

1985 年，我国第一个海洋采矿研究室在长沙矿山研究院成立。听说要

去海底采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万步炎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报了名。

从那时起，深海勘探成为他的毕生事业。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是万步炎的人生信条，也是他对每一位学

生的要求。2010 年，怀揣着为海洋地质勘探培养后备人才的初心，万步炎

来到湖南科技大学担任教师。“带学生，做项目，我更希望培养他们动手

解决问题的能力。”万步炎告诉记者，“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在基础研究

领域‘显山露水’，也要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体现价值，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

谈及获得“时代楷模”称号的感受，万步炎笑得很爽朗。“这是一份惊

喜，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比我优秀，比我努力，我只是幸运一点。这也

是一份激励，国家认可我作的这点贡献，我更要拼命努力，向更深、更广

阔的海域挺进。”

走过坎坷岁月，接过鲜花和勋章。如今，万步炎希望将更多时间投入实

验室里，“那是科研人员的阵地，是我的星辰和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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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步炎：在碧海深蓝里“钻”出世界第一
2023-05-22 来源：科技日报

万步炎在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工作（2022 年 7 月 25 日摄）。

他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他带领团队，实现了我国海

底钻机装备与配套地质钻探技术的突破。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万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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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万步炎带领团队“出道”，启动海底钻机关键技术自主研究。

他的梦想，是成为我国租用国外钻探船开展海域资源勘探的“终结者”。

4 年后，万步炎团队研制出我国首台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助力我

国实现了海底钻机技术“从 0 到 1”的跨越。此后，海底中深孔岩芯取样

钻机、“海牛Ⅰ号”海底多用途钻机系统、“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

取芯钻机系统相继研发成功。钻的深度，也从不足 1 米，直到世界领先的

231 米……

在海洋中深钻，“海牛”系成功钻孔 2000 余个，助力我国完成了多座

海底矿山的普查勘探，开创了我国利用海底钻机开展海底工程地质勘察的

先河。

现学现用，他实现了海底钻机“中国造”

2021 年 4 月 7 日 23 时许，万步炎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Ⅱ号”下海，

在超过 2000 米的深水中，成功下钻 231 米。

那一刻，科考船上欢呼雀跃。中国，钻出了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新纪

录，远超日本海底钻机钻探深度。

万步炎眼角湿润，谁说中国水平不行？

1985 年，万步炎分配到长沙矿山研究院，并进入初建的海洋采矿研究

室工作。1992 年，他受邀去日本开展海洋技术合作研究。

独特的创新见解和超强的动手能力，让日本愿意高薪留住这个人才，给

出的理由之一是，当时中国海洋技术研究的整体实力薄弱。

为什么不行？凭什么不行？万步炎心里极不服气。回国后的一次科考，

更彻底影响了他的科研生涯路径。

1999 年，万步炎登上远洋科考船。船上的钻探装备，小到样品管，大

到取样器、地质绞车，几乎都是“洋品牌”。让他特别糟心的，还有一台

以每天 8 万美元从国外租赁来的老旧海底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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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老旧，加上操作人员的技术不娴熟，团队在“海漂”了两三个月后，

竟一点可用的样品都没钻到。

深受这两件事的刺激，万步炎立誓，一定要将深海资源与地质勘探的关

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开启这项研究，万步炎也是半路开始的，他的本科和研究生主攻陆地上

的探矿工程。为研发海洋勘探先进技术，他不得不自学电学、工学、物理、

液压、计算机软件、机械加工、编程……

2003 年，团队研发出了我国首台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并在水下

成功下钻 0.7 米，取出第一个样品。技术“破冰”，团队越来越有自信，

下钻越来越有“深度”。

“到目前，深海下钻 231 米依旧保持着世界纪录。但我们希望我们的

装备，能在更深和更广阔的海底进行地质钻探取样。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方

向。”万步炎说。

面对困难，他号召团队像海牛钻头般能“钻”

2021 年 3 月，“海牛Ⅱ号”在完成一次 1000 米级水下测试后准备返

程。不想，问题总比预料的多。一台进口配套收放绞车系统出现故障，无

法从水下收回。紧急联系厂家，也无法解决问题。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日气象预报警示台风即将到来。这意味着，他们只

有 48 小时的时间用于回收设备，否则只能砍断缆绳撤离逃生。但后果是“海

牛Ⅱ号”只能石沉大海，将带来几千万元的损失。

平日里，万步炎对科研经费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斤斤计较”。在研制

“海牛”系列的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几乎包揽了所有损坏部件的维修。让

他舍弃几千万元的设备，实在做不到。

“自己修吧！”万步炎决定。

接近 30 个小时，持续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团队赶在台风到来前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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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Ⅱ号”顺利收回。

“我们要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万步炎说。

“吝啬”经费开支的万步炎，也十分“吝啬”时间。在“海牛Ⅰ号”研

制期间，记者通过湖南科技大学向他预约对这一突破性技术进行采访。几

经联系，终于在制造“海牛”的厂房外见到了他。

但万步炎明显很着急：“我们挺忙的，还有好多科研任务。你有什么要

问的请尽快说……”

科研任务忙，也成了他回绝应酬的理由。“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要全情

投入。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吝啬”出的成果，也令他颇为自豪：“当初在日本进修时，他们拥有

完整的海洋学科，而我国的海洋学科刚起步。今天，我国 80%的勘探设备

及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目前国外在海底实际最大钻深只有 147.4

米，但我们能做到 231 米。”

上好“两课”，他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

30 余年的科研工作，让万步炎骄傲的，除了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的一次

次突破，还有为我国海底钻机事业培养了急需的专业人才。

万步炎有一个“两课”理论：海洋是教室和课堂。走进海洋是专业课，

吃苦耐劳是必修课。

只要是万步炎的学生，到了海上、进了实验室，都得拿起锤子、扳手、

电焊，跟着他和工人一起干活。

万步炎向记者介绍，实验室内无法完美模拟海上现场状况。每年，团队

都有大量时间在海上度过。科研设备的问题，在船上最容易集中显现。如

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排除故障，解决问题，十分考验学生的实践水平和知识

的迁移运用。因此，每每遇到问题，万步炎都尽量交给学生去学习解决。

“海洋研究离不开大海。每次出海时间长，生活艰苦，日子也相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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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我对学生最基本的教育，就是要独立、不怕吃苦。海上科考不分昼

夜，故障出现不挑时间，所以我们包括学生，都会分成几个小组连班倒，

碰上紧急情况，谁都没得休息。在海上要克服晕船问题，还得像工人一样

该抡起工具时绝不手软。”万步炎说。

这就是他给学生上的另一堂“吃苦耐劳”课。

此外，万步炎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开“海上讲堂”。出海前，他都会为

学生准备讲座内容，包括海洋研究、天文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甚至音

乐，一来丰富他们的知识面，二来帮助学生减少海上生活的枯燥感。

截至目前，万步炎团队培养了 8 名博士和 42 名硕士。这些学生，都已

成为“钻”在我国海洋事业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国家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万步炎所在的湖南

科技大学海牛楼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行醒目的字。

国之所需，吾之所向，是时代最需要的一种信仰与精神。万步炎和他带

领的“海牛人”，始终带着这种信仰，在奋力实现我国海洋科技高水平自

立自强的道路上拼搏，在碧海深蓝里“钻”研。（记者俞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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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万步炎：仰望星空 坚定追梦
2023-06-05 来源：红网作者：王嫣 杨抒怀 任晔 周轩名

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炎。

万步炎和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的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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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教授是一个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人。”5 月 22 日晚，《时代楷

模发布厅》节目现场，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海牛团队成员金永平回忆起了一个动人的细节，在一次海试过程中，

万步炎带领学生们在甲板上看星星。

那天，万步炎的一番话至今让金永平记忆犹新，“人的一生，就是星星

眨个眼的时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

到为国家、为社会做有用的事情当中去。我们的海牛钻机，如果能为我国

的深海勘探事业作出贡献，我想，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困难、

挫折，都是值得的。”

跟随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炎 10 多年，

对于金永平来说，是他人生经历中，难忘的一段珍贵记忆。

从学生到同事，这些年来，在耳濡目染中，万步炎矢志不渝深耕海底勘

探领域的“钻劲”深深感染、影响、鼓励着金永平，在他看来，万教授既

是老师、师傅，更是亲人。

他是为人谦和的老师

2010 年，万步炎在研究深耕海底勘探技术多年后，选择离开长沙矿山

研究院，来到湖南科技大学，开展海洋地质勘探教学。

这样一位在业界令人崇敬的老师，能够来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对于当

时在校潜心学习的金永平和同学们来说，是校内十分轰动的新闻。

“我本科、硕士研究生都是在湖南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学的是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学的是矿用通风机优化设计，万教授来到学校后，

就成立了海洋所。”金永平回忆，当时，自己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了解后

心生向往，在老师的大力推荐下，和万教授有了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金永平第一次见到万步炎，是在湖南科技大学的第二教学楼办公室。“当

时，我和万教授聊天，就感觉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那天，他设身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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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我很多问题。他说，‘我们做这个研究不仅要出海，会比较艰苦，而

且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新的东西，中国人在这方面没有做过，需要大家付出

十倍、百倍，乃至更多的努力，你要考虑好，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万步炎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让金永平心生敬意，金永平连忙点了点头。

也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2011 年，金永平成为万步炎在湖南科技大学带的

首批学生中的一员。

从博士毕业，到成为海牛团队成员，在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工作，

和万教授相识 12 年来，金永平和万步炎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如今每次出海，万步炎都会和金永平一起。“我和万教授都是深海海底

钻机的主操作手，平常要么是万教授在操作，要么是我在操作，我们轮换

休息；而在关键时刻，如钻机的第一次海试时，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一个

负责操作，一个负责看监控。”

万步炎在海上给团队成员讲课。湖南科技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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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步炎常跟金永平和团队成员说，“海洋就是教室。”金永平坦言，当

船在停泊或是避台风时，万教授就会在晚饭后，带大家在甲板上散步。“他

会和团队成员交流当天钻机的运行、维护、保养情况，也会将教学与科研

相结合，在海洋上给我们讲课，讲钻探原理、深海液压、钻机设备的研制。

有时还会给我们讲天文、地理、相对论、量子力学、音乐乐理等。万教授

涉猎的领域和知识面非常广，让我们感到十分佩服。”

他是把事情做到极致的科学家

醉心实验，漂泊大海，坚守事业。从 0.7 米到 231 米，从推开深海这

条门缝，到打开深海这扇大门，万步炎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断刷新

着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而这些年，和万教授相处的过程中，有一

句话，一直让金永平牢记心间。

“我们做科研的，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

题，要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万步炎和学生是这样说的，在现实中也是

这样做的。

金永平告诉记者，以前实验并不是在海牛楼，那时还在老车间里。“湖

南湘潭的七八月是非常炎热的，可实验室没有空调。当时，我们整天整天

地在调试设备，有时还会奋战到深夜，真的就是汗流浃背。但即便如此，

万教授也没有怨言，就拿大的工业风扇吹，然后坚持调试，每天都坚守在

实验一线。”

这些细节，金永平和团队成员们看在眼里，也默默记在了心里。

在金永平看来，万教授是一个一心一意，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科学家。

“我们所有设备控制的程序、代码都是万教授自己编好，然后进行优化、

调整，再从电脑下载到钻机上，不断进行调试、改进的。在海试时，万教

授也是和我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每当我们感到疲惫、无望时，他还在

不停地给我们打气。万教授身上的这种不达目标不放弃的精神，真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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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辈学习。”

他是人生导师，也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这些年，万步炎领衔推进中国深海钻机系统由“海牛号”变身“海牛Ⅱ

号”，成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一步步见证了中

国海洋资源探采装备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追赶到超越的巨大转变。

5 月 9 日，又一个好消息传来，海牛Ⅲ号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正

式启动，逐梦深蓝，用行动见证“中国深度”，万步炎和团队再次向着更

深、更广的海域挺进。采访现场，金永平和记者分享起了当天项目启动时

的情景。“那天，万教授非常开心，面带自信的笑容，坚定地和专家们说，

‘我们团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件事情做成。’”

多年来，无论在学习、生活上，还是科研工作中，万步炎就像金永平的

人生导师。“我一直以万教授为标准在不断前行。”金永平坦言，如今，

万教授作为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获得“时代楷模”荣誉，这是国家对科

技工作者的一种褒奖，让团队成员深感振奋，也让奋斗在科技一线的自己，

更有信心与目标。

“‘时代楷模’就在身边，于我们而言，是鼓励，也是鞭策。”海牛楼

内，金永平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海牛系列钻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

那一刻，自己耳畔又响起了万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要自信，

对自己自信，对国家自信，对科研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