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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水下摄影在研究海底的爵多方祛中开始占着重要地位
。

这种方法为海底

表面地厦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开辟了广朋的前途
。

水下摄影可以判断底栖动物区系的盾和量的粗成
,

以及它俩的栖息条件
。

海底摄影

测量也爵是研究海底动物生存活动痕迹的唯一方法
,

这种痕迹在用取泥器和拖网获得的

样品中照例是完全不会保留的
。

现代海底动物区系痕迹的研究
,

已握引起了地盾学家的

极大兴趣
,

因为可级用这些痕迹和在陆地进行地盾稠查时
、

在沉积岩中所找到的动物区系

的化石痕迹相此较
,

以轰明形成这些岩石的条件
。

摄影清楚地反映出海底表面 的微地形和形成微地形的沉积物的特性
,

同时也能研究

基岩的露头和产状要素
。

水下摄影可以$lj 断海底表面产生的种种过程
—

底流
,

及其对海底景观发展的影响
,

$lJ 触作用或海底沉积的堆积作用等等
。 ’

、

水下摄影可以广泛地用来解决各种实际尚愚
:
发现和稠查沉没的船号

,

稠查港湾建

筑
,

航路和一系列其他的专四 目的
。

一
、

海底摄影技术的发展

1 8 9 3 年
,

法国人路易
·

布坦(月y、B yT a H )第一次在地中海进行海底摄影 获得成 功
。

布坦的摄影箱是一个在海底由潜水最操叙的
、

繁重而不灵活的没备(图 1 )
。

后来
,

在 1 8 9 9

)夔瓤毅澎耀弊摹翼{
年

,

布坦毅针了一个 自动摄影机
,

这种摄影机在海底应

当是不用潜水鼠协助而工作
。

但是
,

由于仪器过重
,

以

图 1
,

路易
·

布坦的摄影箱
P n c

.

1 fl o 八B o 八”a 牙 巾o T o K a M e p a

B yT a H a (18 93 ro 江) (I
, 。n o ff

. ,

月y n

19 5 3 )

及缺乏适当的光源
,

这种毅舒就未能实现
。

在布坦之后
,

曾有过制造水下摄 影箱的多次贰

图
,

但
,

由于当时没有适合于这一目的的鞋便象机及足

够弦度的小型因光灯
,

所有这 些就 图亦 同 样归于失

败
。

在兰十年代初期
,

出现了拍 电影胶片的小型摄影

机
,

这就促使人俩普遍地开始注意水下摄影咫愚
。

爵

多学者及摄影师一一运动鼠穿着袒便的潜水服或筒单

地潜水时
,

手持密封在防水匣中的摄影机
,

摄得了大量

的水下照片
,

这些照片显示了自然状态的海底及动物

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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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者的工作
,

由黑白摄影开始
,

握优秀的彩色摄影到成部的跟幕上演的电影摄

影
。

这些摄影的光源多是太阳
。
在敲到这种工作时

,

不能不 联想到象哈 斯(X ac c
,

德国

人)
,

康斯托 (Kyc To )
,

玖墙 (八幻Ma)
,
列此科夫 (Pe 6以oB

,

法国人) 这样一些水下摄影及

电影摄影的热心家俩
。

在苏联
,

第一文带象机到水下的是电影摄影师。 1 9 3 7 年林德别 尔格 (几皿顺ep r )在

黑海的巴拉克拉无 (BaJI aK 朋Ba ) 为海洋生活的科学普及影片拍摄了海底部夯和 动物 区

系
。 亨

战后
,

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底及海岸地貌研究室也开始利用手操纵的象机进行

水下摄影工作
。

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符
·

伊
·

布丹带夫 [1l 曾进行趁
,

拜且
,

月前正在进行

着这些工作
。

这里
,

我不准备逐一地来税明由潜水具在水下操撇的一些镜箱的拮构
。

这些镜箱的

拮构非常筋单
,

它俩通常是普通的
、

密封在防水景中的摄影机
,

屯的操默樟通过封密帽向

外伸出
。

在我国
,

以及国外的爵多文献中都豁载着这些拮构邵.ll]
。

本文中我将时萧在潜水 鼠活动范围以外的海底亘深处借自动摄影机进行 摄影的技

术
。

1 8 99 年
,

在布坦工作之后
,

曹有爵多人企图制造这种仪器
。

但是
,

用 自动象机拍摄深

海海底景物
,

第一次拍摄成功的还只是在 1 9 4 0 年
,

由哥偷此亚大学和 w oo d :

Ho le 海洋研

究所的依于 (E w ing )
,

韦恩 (vi ne )及沃尔捷尔 (w
o rz el )所完成

。

他俩 制造 的象 机
,

在 战

争时期曾在北美东海沿岸顺利地用来寻找沉船
。

此外
,

施 帕
’

尔德 (山朋ap 劝 和 厄美里

(3 M eP的将它用于来确定海底特性及稠查加利鹉尼亚沿岸水下峡谷哪llo

依于
,

韦恩
,

沃尔捷尔曾毅舒和制造了一些海底摄影的自动装置
,

这些装置按其拮构

性质可
、

分为两种类型
: 自游型及吊褂型

。

这些装置的光源是单次冈光灯
,

所以仪器放下去

一次
,

总共才能拍得一张或二张 (用两个朋光灯时)海底照片
。

自游型装置制造得比水鲤
,

在屯的拮构中安有浮筒 (一般地是装有汽油的筒 )
。

这种

装置是借拨压作用而放入海底的
。

屯在海底摄影后
,

雄压食荷就借时针装置或依盐块的

溶解而解脱
,

装置就浮到水面来了
。

当然
,

装置在水下要握过很长一段时简才浮到水面上

来
,

而不是那么商单地就可觅到
,

这也正是这种拮构的主要缺点
。

吊褂型海底摄影装置制造得此水重
,

其异降是用船上的覆视狡窜
。

两种类型装置的零件都是顺着垂直捍安装的‘ 上部固炭摄影机
,

中部稍靠下
一

光

源
,

而最下部
—

附探锤的开关装置
,

各个另件的这种装配是最合理的
,

而且
,

直到现在
,

IL 乎所有用于水下 自动摄影的仪器都采用这种方法
。

19 丸 年
,

w oo d s H d e
海洋研究所的美国人奥韦恩 (o w e

n)
,

借他靓爵的水下摄影机
、

拍得了深 5 5 0 0 米海底的精彩照片 ;这次摄影

摄影机来拍摄海底 115 ,lQ
。 辈

近仍是一项靓录
。

一

他首率地采用了立体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 3在英国和日本也开始用自动摄影机进行水下摄影
。
这些工作

,

主

要是为了生物学的研究
。

英国人的装置中用于照明的是锡栋灯
,

由船舷 外的 电橙供

电 [20 .zl]
。
日本人则采用了一种相当复杂的仪器

,

在其中安装了几个单次冈光灯
,

这些灯在

水中翰流发光
,

由船上供电
。

在这种情挽下
,

摄影的最木深度不超过 3 , ”一‘即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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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
,

深海摄影技术迅速地发展了
。

随着脉冲放电管
—

电子阴光灯的出现
,

就有可能制造出在水体中以及任何深度海底上摄影的仪器
,

它俩放下去一次
,

就可进行儿

百次拍照
。

这些仪器中有一种是厄美里 (3 MeP劝的海底摄影机
,

从外形来看很象比勃 (B睦6 )的

测深球
。

海底摄影机的球体内部
,

有带大量电影胶片 35 毫米的摄影机及附供电毅备的电

子因光灯
。

海底摄影机在水下时
,

无渝是在水体中
,

还是在海底上都可进行简隔几秒钟的

速凌摄影
。

可惜
,

这架独创的仪器
,

在第三次放下去时沉放了
。 .

在毅斜深海海底工作仪器时
,

必填这样来考虑象机和光源的外壳
,

就是它啊得樱受住

海洋底部的互大压力
。

在抗压与防水方面
,

最理想的是球体
。

这种形式厄美里在毅舒自

己的海底摄影机时也采用了
。

可是
,

球体里安装象机是很不方便的
,

因为不能利用的地方

太多
,

而且整个仪器也有些笨重
。

另外
,

制造这种球体也有着互大的技术困难
。

厄加尔顿 (E d ge 政on )采取了另一种比较筒单的
、

也是校为正确的方法 ; 他把深水象机

放到长形锢筒内 [10]
。

这种锢筒既能出色地抗压
,

而且
,

在锢筒里面安装象机也很方便
。

他

采用标淮的不锈锢筒来作象机和光源
—

电子冈光灯的外壳
。

厄加尔顿的水下象机可装 30 米的电影胶片
,

每次下水拍摄 8 00 张
,

摄影的简隔时简

为 10 一15 秒
。

1 9 5 3一 19 5 4 年卡利蒲索号 (K a洲nc o) 在地中海稠查时
,

曹用这个象机对海

底表面和水体进行了摄影
。

「

此外
,

厄加尔顿的象机在 1 9 5 4 年曾安在法国 中pHc
一

3 式探深

球上
,

一齐下放到地中海和大西洋达腊尔(八a p aP) 附近 4 0 , 0 米深的地方I0] 。

为了确定象机接触海底的时候
,

厄加尔顿利用音响指示器
,

它是装置在象机上的一种

超声波发射机
。

发射机每秒钟发射的飘号 由声钠接收
,

只要象机一接触海底
,

歌号就籽止

了
。

致享旁边的技师就制动镜索
。

19 5 ‘年夏天
,

基斯卡韦里
“八毗Ka

B ep“
一

ll’
,

在北大西洋东北部的稠查中
,

采取英国人罗

顿殷斜的水下摄影机
,

它是装有海底接触晋响指示器的 自动象机〔切。

这个象机有趣的地

方是罗顿采用了托尔恩代克补偿镜头来减少色象差和变形[ls, ‘9] 。 这些现象对空气中使用

的普通镜头在水下摄影时是不可避免的
。 , 梦

具克(Bak er )利用 了稍加改变的罗顿象机
,

拍摄了深水岛贼171 。

有趣的是
,

最近几年来
,

各个国家的各种稠查者所作成的 自动摄影装置
,

按每个拮构

挽
,

各个之简的区别很少
。

因此
,

可以款为
,

现在已造出了一种最合理类型的深海海底 自

动摄影机
。

遣憾的是
,

应孩指出
,

尽管制造出来的水下象机为数不少
,

但是科学用摄影机暂时还

不多
,

尚未具有使人十分满意的性能
。

二
、

苏肠海洋研究所殷针的海底摄影机

苏联对潜水昌活动范围外的
、

深海海底的摄影工作
,

于 1 9 5 3 年在苏联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里开始了
。

敲所在 1 9 53 年夏天所制的第一架水下象机是个够大的装置
,

在 15 0 米以

内的深度下可以速擅拍摄 5一6 张照片 阎。

在这架摄影机里采用了
“
机械人

”的机器
,

在它

上面是控制瞬时开关的螺援管继电器
。

采用聚光灯作为光源
,

用电覆从船上始摄影机翰

电
,

使用这部仪器是很复杂的
,

尤其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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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海海底摄影装置的外观

P月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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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象机在
“勇士号

, ,

(B
o T o 3 b

)嘟1 4

表面的特性
。

厂

图 3 海底摄影立体装置的外观

P月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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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丁aH o B K n 八几只 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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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次中用来研究千岛拿岛和科禹多岛区域海 底

1 9 5 4 年
,

海洋研究所曾殷补并制造了第二个海底摄影机
,

来供我国远 东锗海 3
.

5一斗

千米不同深度上使用 [4] 。

敲装置是有自抬电源的全部自动化的仪器
,

它所采用的海 底摄

影照明是单次
“中一 1” 型冈光灯

,

因此
,

装置下水一次只能拍得一张海底照片
。

当象机和光源接触到海底表面成一角度 时
,

仪器的瞬时开关与冈光灯
“中一1’’ 同时就

自动作用
,

有了开关的这种机械装置
,

没有象机和光源之简外部的电源速接也是可以的
,

这样
,

整个拮构防水反为可靠
。

因为
,

装置中按装 电擅和插头的地方
,

常常是防永最弱的

地方
。

如果不考虑开关机构的区别
,

那 么这个装置大体上与侠于
,

韦恩和沃尔捷尔的仪器相

同
。

上面所述的象机
,

在 19 5 4 年
, “勇士号

”

第 19 和 21 航次中
,

在千岛拿岛地区摄取了海

底表面的镜头
。

’

1 9 56 年夏天
,

在黑海顺利地贰脆了海洋所新殷豁的水下摄影机
。

图 2 就是敲象机的

外观
。

此机与上述的种种象机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

它采用的光源是
“3压 工”

型电子冈

光灯
,

因此可以进行多次的拍摄
,

估爵新象机可以在大洋的任何深度上工作
,

一直可到大

洋深海沟最深的地方
。

1 9 5 7 年的夏天和秋天
, “勇士号

”
在按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项 目所执行的第一和第二

航次中
,

在大平洋底部用这 台象机进行摄影
。

后来
, 1 9 5 7 年夏天

,

在
“
勇士号

”
上又殷补并制造出两个镜头的海底立体摄 影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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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海底立体摄影较普通摄影有爵多优点
。

在立体拍摄的照片上
,

很清楚地看到很多比

普通象片更韧微的地方
,

象面也大
。

除此以外
,

立体摄影有可能测量微地形的各种形态
、

动物区系
、

基岩的露头和其他位于海底的物体
。

在“
勇士号

”
按照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研究项目

、

所执行的第二航次中
,

在太平洋中心地

区 6 0 0 0 米的滦处
,

成功地使用了这套新的立体摄影机
。

下面就是 1 9 5 6 年和 1 9 57 年两个照象机装置的另件
。

三
、

海洋摄影装置的桔构零件

1
.

象机的框架 每个装置的各别部件都配置在翱管辉成的
、

互大而沉重的框架上(图

2 , 3 )
,

架子上部固定着摄影机
,

下部是光源
。

中部安装着一个不大的
、

能够搏动的水跟开

关(金属块 )
,

用锢橙联桔着探锤
,

用 20 一30 公斤重的生敛块来加重框架
。

整个装置的重

量为 2 00 公斤
。

在很深的地方工作时
,

为了用致草测力舒确定装着接触海底的时简
,

这样

来加重拮构是完全必要的
。

为使装置在不工作时能立在 甲板上
,

它的底部横接附有支捍的锢管
。

沉重而牢实的框架
,

能按置任何辅助仪器
,

例如
, “
勇士号

, ,

近来的一个航次中
,

在框子

上起先按装的是取泥器(巧 x ls 厘米)
,

后来是70 厘米的小取样管
,

在摄影的同时
,

可以利

用它来取海底沉积的样品
。

2 ; 象机和光源的外壳 象机和光源安置在用五号锢制成的
、

厚壁的防水外壳里
。

外壳

(图 4 A 和 B )是两端用厚圆盖封起来的圆柱体
。

后圆盘用螺栓固定在外壳上
,

黄铜电引

筱(插头 )在后圆盘上
,

其装置见第四图
。

前圆盘用手容易松动的外加螺帽紧固在外壳
_

L
。

牙。用外加螺帽稠整仪器安装中斜扭
,

而且
,

还大大施筒化了摄影装置的操作
。

利用直径为 5 毫米的圆橡皮 (橡皮视 )
,

如图 4 所觅之大小
,

作成橡皮环来密阴外壳
。

照 明毅备安置在象机外壳的前圆盘上
。

光源的前圆盘上安装着半球体的灯罩
,

其中为脉

冲电子管
。

象机外壳的安装还有些另外的方法(图 4 B)
。

这种象机装置有两个透明窗的圆盘
,

它

安装在底座圆筒的侧面
。

这个外壳用卡环从侧边固定在框架上
。

3
.

透明窗 象机前的透明窗和光源的外罩由一种有介电性盾的有机玻璃 (多甲基败

脂酸树脂)作成
。

这种玻璃按其光学和机械性盾以及加工的容易来税
,

我俩敲为它是水下

摄影机所需的
、

最合适不过的材料
。

透明窗的外貌为截面圆锥体的盖形
。

它的厚度比它

的直径大一些
。

这样
,

在实际上它俩才能握受住任何的 (自然是这种玻璃所能握赞的)压

力
。

光源的透朗窗和外罩的安装晃图 、A
,
B 和 B

。

斗
.

象机 所采用的是带有
“
IO

n HTe 卜 8 ”镜头的 中3 八 象机(图 5 )
。

由于我仍的装置主

要是为了在深水下工作
,

那里透不进阳光
,

所以就不需要瞬时开关
,

为了商化机件的拮构

就把它取掉了
,

这样
,

就成为商单的牵引机构
。

利用 M H 一14 5 小电动机带动联拮揍有胶掩的旋纽的减速齿翰 (减速器)来运送胶掩
。

象机的立体装置(图 6 )很筒单
,

就是由两个竟角镜头
“
IO

n HTe p 一1 2’’ 和小电动机带动

牵引机构粗成
。

两个镜头之简的基距为 9 米
。

每个镜头 (各有胶持来进行拍照)把景物摄

在各自的胶掩上
。

胶掩从一个暗盒伸展到另一个晤盒里
。

这样
,

就无填要反揍
,

而且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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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水下摄影赞
置主要机件的精构

。

A
.

带有透明窗的象机外壳 ;

B
.

光源的外壳 ;

B
.

立体象机的外壳 ;

r
.

水银开关 ;

八
.

插头的枯构
.

P n e
.

呼 y e T
卯曲eT B o 贾o eH o B HH x y3 月。珍

n o 八加八Hu x 中o T o
乡e

T a H o B o K

H eT 习T y T a o K ea ll o 刀o r习习 AH

CCCP
-

A
.

K o p n y e 小o T o K aMeP曰 e

n 刀Jl lO M n H a T OPOM ;

B
.

K o Pn ye ”e T o q H n K a e B e丁a :

泊
.

K o p o y。 。: 即e o K幽e
阳 ;

r
.

K o p n ye p T yT H o ro
阳

K 月幻-

q a T e刀只 ;

八
.

y e, p o益e , B o 中n m K n
.

有暗箱也是可以进行工作的
。

充装两个胶抢可提高象机的工作效能
。

例如
,

象机同时可以在各种 (彩色和黑白)或

者在同样的胶持上拍照
,

只是需用各自的镜头
。

久光源 两个装置所采用的光源是我国工业生产的电子冈光灯 3 B一1 (’’MoJI HH 广 咒

电牌)
,

不作任何重大修改就可按装在平底架上(图 7 )
。

冈光灯的电源是用 30 0 伏特的电
’

汕 (r E 一3 0 0 沁 2 )来供拾的
。

电子冈光灯在海底表面 1
.

, 一 2 米的距离 内和用戚光度豹为 20 0 国家单位的
‘

,B’
,

型电

影胶片摄影时
,

象机的光圈可以稠整到 8 左右
,

就可以得到完全正常密度的底片
。

6
.

开关的毅备 装置的电路接通和动作
,

是由于探锤接触到海底时
, 回 复弹簧和探锤

渡索松锄的影响
,

使水跟开关迥棘而进行的
。

水银开关 (金属块) 放在 由一种介电性质的

有机玻璃(多甲基败脂酸树脂)作成的防水厚壳里 (图 4 r )
。

在它上面有两个向外突出的

黄铜插头
,

以速接象机和光源简的电路
。

探锤覆索的收放
,

可以由摄影 时欲拍摄的面积
、

、亦郎海底面积的大小来决定
。

7. 摄影装置的电路 筒单的电路控制着普通的和立体摄影机的电动机
。

‘

普通的摄影装置以下列方法工作
。

当探锤接触到海底时
,

水叙开关 p B (图 s) 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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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深水象机的内部精构

P“e
.

S B “yT p e n H e e v eT o o盗eT B o r 几y6 o -

K o B o 月H o益由o T o K a M ePH
.

图 6 立体象机的内部非吉构

P豆e
.

6 B Hy T Pe H H ee ye T Po益e 丁B o

CT e Pe0 K a M e PH
.

P月e
.

7 BH yT Pe 月H e e

光源的内部桔构

y e T p o 益e T B o n eT o q 日n K a e B e T a

礴过来
,

打开光源 H C 外壳里面的糙电器 R 4 的电流
。

靠歉电器 R 4 的动作
,

冈光灯 叼C一”

郎进行冈光
,

同时
,

撇电器 R 3 (在象机 中K 外壳里 ) 中通过电流
,

首先接通电子管月 l 和

月2 的灯耕
。

第一个 电子管的灯林上接入 20 伏特
,

第二个 电子管上
—

8 伏特
。

由于第

一个电子管灯耕上电压的弦烈增高
,

电子管郎开始导电
,

豹需 1
.

5 秒
。

因批 电器 R 3 的动

作
,

接通这个电子管的板极触点
。

挑电器 R1 开断电子管 月l 的灯林和接通电动机 H M
,

并开始带动胶倦
。

这个 电动机

工作豹 10 秒
,

此时筒洽为 电子管 几 1 变冷所需的时简
,

此后
,

糙电器 R l 将电动机断路
。

为了使耀电器 R l 不再接通电子管月 1 的灯栋
,

以免上述的动作程序重复进行
,

HlJ 在

电路中按入一个保险的电子管 月2 。

此管的蒜压为 8 伏特
,

电流只在 6一 7 秒后开始流通
。

这样
,

这个 电子管屏极的批电器 R Z 切断电子管月 l 的电路
,

直到灯管能够变冷
,

也就是直

到挑电器 R l 断路的时候为止
。

在水敛开关未接通之前
,

灯管 R1 的电路一直是不通的
。

这样
,

整圣装置不管在海底

停多少时简
,

它只进行一次曝光
。

而电动机带动一次拍摄所需的胶掩长度( 6 厘米)
,

要拍

摄下一张照片
,

只得把仪器拿起来
,

然后重新移放在海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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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险装置在深水工作的
J

洁况下是清
一

分

必要的
。

因为
,

这时
,

尤其是在 天 气 晴 期 的 时

候
,

仪器接触 和离开海底时候的戚觉不十分明

显
。

因此
,

整个装置常常倒在海底很长的时朋
。

这种装置在协个站放下去一次
,

可似摄得

18一 2 () 张海底表而的照片
。

立体象机的电路此校筋单 仁图 9 )
,

因 为主

里而采用胶掩的速擅拉曳装置
。

拉曳的速度每

分钟 为 8 厘米
,

这样
,

和普通摄形装置一样
,

当

装置接触到海底 时
,

批 电器 R 斗 开始动作(在光

源外壳内)
,

脉冲 电子 IXI 光灯Ixl 光
。

此外
,

撇电

器 R 牛接通象机外壳里的电子份 ,]I
。

这个 电子

管的灯林
_

L接人 1 2 伏特 电压
,

因此
,

灯管挥三

秒钟后才能导电
。

电子管 月 的屏极接通 肴批电器 R
,

糙 电器

R 又接通 电动机 讨M
。

在这个耕电器
_

I
: ,

装着

趴键
,

保持肴短路时的接触
。

因为
,

电流在接通以后
,

电
一

子管需 3 秒钟才

开始导电
,

所以
,

批电器 R 的动作
,

不在装置接

触到海底
,

窿IJ水叙开关接触 恢通路的时候
。

而是

在此之后的三秒钟才开始动作
。

{{{ }}}
IIIII

JJJJJJJJJJJJJ
___

厂厂厂
, 二二

」」」」」」」

崖崖崖
「「

图 8 深水象机的电路 图

P H 。: 8 3 月e K : I〕” q e e K a , 1 c x e 期 a r门y 6 。) l、()I: (一户一, I(〕11

一(。。T o ye T a 一: ( )l, 一、月
.

说
一

!

L ~ 一 _ J 二 一 一 _ _

”

日
R ‘

图 夕 立体象机的电路图

P 日。
、 .

9 3 月 e ;、
·

r l)H
Lle c K a 51

C X (
、

M 是之 ( r e t)e o 乡一

C T 之飞飞飞0 1多1毛H
。

这种情况很重要
,

因 为
,

如果不这样
,

甚至由干多次地振动和

碰撞装置
,

那电动机有可能被接通而带动胶掩
。

在这种情况
一

「
,

水

银开关中的水银可能溅动起来
,

接触点会被接通的
。

这些偶然的

碰掩在仪器 拿到船舷外面和放人水中的时候是避免不了的
。

在立体象机的电路中接着一种当全部胶掩掩完 时
,

用专四 开

关 B K 关阴庵达的装置
。

立体象机也可只摄取成套的海底照片
,

为此
,

象机得多次地放

到海底 卜和拿起 来
,

悬空在海底
_

卜面
,

朋隔的停留豹为 l 分钟
,

在

这样一些时朋 同 隔里
,

胶掩的储备够拍 1弓一 1 8 张照片用
。

象机
,

光源和水叙开关之阴用截而积为 1 又 1
.

, 的水用 电枝

速接
,

它的末端固定在黄翎插头
_

E
。

为避免电流接触海水
,

扑造成

损耗
,

在插头和电枝现露的金属部分七
,

套
_

L一截橡皮管
,

竹 11
_

卜

厚厚地途}
:

固休滑溯油和工业用凡士林
。

四
、

工 作 效 果
_

卜而 已税过
, 1 。” 年夏秋

,

稠查船 “勇 行号 ”在执行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项 目的第一

和第二航次中
,

只及其他的稠查中
,

利用
_

卜述装贵 J一泛地进行了海底摄影 工作
。

两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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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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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共摄取了 25 。张海底照片
,

这些照片摄取了各种类型的海底地形
,

而其拍摄的深度一

值达到 5 8 2 0 米
。

摄影装置也放入过新西兰北部的 T OHr a 和 K eP Ala 及eK 深海沟里
。

第一次截脸受压能

力
,

不带象机放到 T oH ra 海沟 1 0, 7 00 米的深度下
,

装置的外壳出色地握受了每平方米一吨

多的互大压力
。

摄影装置第二次就脸是带着象机放到 KeP Ma朋 K 海沟 9 9 6 0 米的深度 下
,

并进行摄

影
。

但是
,

海沟底面为稀泥所盖
,

使装置显然就全部沉于其中
,

而拮果所得到的仅六张模
,

糊的沉淀物的照片
。

Kap M a朋K 海沟的底面上有这种稀泥
,

显然
,

是关系到水下地滑及其所引起的悬浮流
,

这是大多数深海沟山麓所特有的现象
。

第 1 0 , 1 1 ,

12 照片所摄取的是海洋底部各种地厦和地形的形态
,

第 10 海底照片摄于

太平洋中心地区里
,

翎查船
“勇士号

, ,

所开辟的水下山攀顶上 90 0 米深的地方
。

这里的海

底是岩石的
,

几乎完全没有沉积层
,

应当提出
,

在这类性厦的底面上用普通的取样管和通

常一样地来取样那是徒劳枉费的
。

第 11 照片摄自太平洋中心地区 , 8 2 0 米的深度下
,

这里
,

底面复盖着杠 色 的深海 粘

土
,

可觅
,

海床并不是怎样平坦的
。

底面清楚地看晃小丘
,

凹地
,

和显然由底栖动物
,

主要

是海胆类和多毛类所印下的行跻
,

从海底取到船上的土壤样品中
,

这类动物的这些痕跻是

保存不下来的
。

第 12 照片摄自新西兰北部 2 4 0 0 米深度下的山坡上
,

这个地方的海底是砂质的
,

有些

地方裸露着基岩和亘砾
。

照片的底部是一个不大的管海参和屯前进中所留下的痕迹
。

砂

子的表面很清楚地靓明着由于弦大的底流而形成的波款
。

从前款为这些波救只有在浅水

里有
,

利用水下摄影就可以确定
,

波款在底部海水弦烈运动的条件下
,

州可深度之下都可
’

以形成 [‘; ]
。

因此
,

嗣查船
“
勇士号

, ,

在碉查中所进行的海底摄影工作
,

为海洋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

提供了很珍肯的青料
,

从而扩大了海洋稠查中
,

用普通方法所获得的关于海底拮构及其上
, .

面楼息的动物区系的知藏
。

(莫是能 督 金翔能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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