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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铆钉葬 坦尼克号

英国伦敦一位中国珠宝业的企亚家以�
�

�万英镑 �人民币约�� �万 �
,

拍得据说是导致
“

泰坦

尼克
”

号沉没
、

�� � �人丧身大西洋的
“

夺命钥胜
” 、

据称
,

正是因为没有望远镜
,

放峭的般员只好依靠肉眼观洲前方的障碍物
。

等到他们发现海

上的冰山时
,

一切都为时已晚
。

所以
,

他们将那场灾难归罪于镇住望远镜的那把钥胜
。

事实果真如

此 � 近来
,

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事故调查员布莱恩
·

沛诺亚中校依据先进的认定技术和科学分析
,

最

终揭开历史
�

�最著名的沉般事件的原因
�
并不是什么望远镜

,

面是用来制造轮般的铆钉
。

琴螂憔夸嶙沙一涵燃

电报员菲利浦没有收到

附近船只发来的冰情警告�

根据现代的调查守则
,

沛诺

亚必须确定当时的天气和海况
,

调

阅记录时
,

沛诺亚证实海面风平浪

静 海 上无风
,

天上无月
。

接着沛

诺亚查核这艘船的航线
,

船只沉没

在南航道以南 �� 公里处
,

横越大西

洋的两条主要航线
,

中南航道是比

较安全的
,

但沛诺亚发现那年暖冬

造成的浮冰
�

出现在那一带好几艘

船的报告里

因为海况太差
,

无线电报员

希瑞尔
·

伊几斯
,

向那一带所有船

只发出警告 按说泰坦尼克号电报

员菲利浦完 全可以收到伊凡斯发

来的电报
。

调查发现
,

泰坦尼克号

一整天共收到五封冰情警告
,

船长

还是决定以��
�

�节的速度航行
。

为

什么收到这些警告以后
,

泰坦尼克

号仍以正常速度航行呢�

这艘船还能开得更决一点
。

接着沛诺亚的调查出现转折

点
,

他详细阅读英国调查的结案陈

词时
,

出现了不寻常的线索
,

沛诺

亚发现史密斯面对浮冰的态度
,

在

当时是很正常的
。

��� �年
,

人们经

常把船开进冰原
。

爱德华七世时

代的船长相信
,

凭他们的船只和自

己的技术完全可以脱离险境
。

道目标是什么
,

否则
,

不知道要往

哪里看
,

只能看到一个黑圈圈
。

没

有证据显示缭望员有任何疏失
。

是船长史密斯没有按正

常速度航行�

史密斯船长是否犯下致命错

误
,

在�回陆险境时把船开太快了�

沛诺亚从记录中发现
,

史密斯

船长其实一直让泰坦尼克号按正

常速度前进
,

� � 个锅炉有两个还

没点火
,

史密斯并没有拼命赶路
,

燎望员, 吉诺李和佛瑞

德费里特没有尽到职资�

沛诺亚中校不能责怪史密斯
,

菲利浦
,

甚至伊凡斯造成灾难
。

于

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泰坦尼克号

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燎望员
。

雷吉

诺李和佛瑞德费里特负责担任这

艘船的眼睛
。

为什么直到撞击前

��秒两人才看到冰山�

沛诺亚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技

实验
。

他开一艘海防队的救生艇

横越马里兰州的乞沙比克湖
,

复制

泰坦尼克号沉没当晚的情况
。

在

微光下
,

人眼只能看见黑与白
,

更

难辨别出黑色天空下的蓝色冰山
,

屋漏偏逢连夜雨
,

他们没有带双

筒望远镜
,

双筒望远镜就能转危

为安吗�

沛诺亚中校认为
,

其实双筒望

远镜不如你想得那么有用
,

除非知

摘击那一刻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

根据海洋学家的计算
,

这巨

大的冰块向南漂移时速略超过半

公里
,

几乎以直角穿过泰坦尼克号

的航线
。

依照经验法则
,

冰山有� �� 都

在吃水线以下
,

记录上说冰块有

�� 公尺高
。

沛诺亚据此估计重量大

约是 ��万公吨
,

这艘船的重量是冰

山的 ���
。

但原本可以安然躲过这

次撞击
,

泰坦尼克号 �
�

�公分厚的

钢板
,

用� � �万枚铆钉加以固定
,

这还不是船只唯一的防卫
。

�� 个分

隔舱就算有�个同时注满了水
,

这

艘船还是能漂浮在水上
。

但当晚显然出了问题
,

原始调

查断定船只被撕裂
,

造成一条�� 公

尺的裂痕
,

让船上的�个分隔舱破

裂
,

比船只能负荷的极限多了一

气 但这种说法多年来备受质疑
。

�� �  年
,

一组科学家重返沉

船现场
,

用声纳穿过厚厚的污泥

探测
,

发现这艘船似乎被凿开一

连串的小洞
,

找不到任何大切口的

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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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 � 钥板异常晚弱�

排除了大切口的说法
,

沛诺亚

考虑另一种解释
,

会不会船体的钢

板在冰水里降温到冰点
,

变得很脆

弱
,

一撞就裂开
。

多年来
,

从残骸取回了好几个

样本
,

包括钢板和固定钢板的铆

钉
。

沛诺亚决定看样本是否有软化

现象
。

在美国国家标准局
,

冶金学

家提姆
·

费克用电子显微镜扫描测

试样本的表面
,

他的结论很简单
,

这些钢材的质量在当时没问题
,

即

使在低温下也没有异常脆弱
。

钉里里外外形成玻璃般的微小粒

子
,

可以让铆钉更坚固
。

但铁和矿

渣的混合很重要
,

放了太多矿渣铆

钉的确会比较脆弱
。

标准局的另一位科学家珍妮

弗
,

胡波麦卡提博士
,

研究从泰坦

尼克号船体打捞回来的钢板中取

出的铆钉
,

她发现泰坦尼克号的铆

钉强度可能受损
,

在正常的情况下

矿渣有助于强化铆钉
,

但泰坦尼克

号的铆钉矿渣是区块性的
,

而且范

围够大
,

很可能减低铆钉的强度
。

这表示这些大区块的矿渣可能导

致铆钉被破坏
,

可能酿成泰坦尼克

号沉没的悲剧
。

“

这是可能的
,

如果铆钉在撞

击下被破坏
,

水就会从裂缝涌人
。

这就能解释泰坦尼克号为何会因

擦撞而沉没
。 ”

珍妮弗博士说
。

�

浪少不了这种防水密封
。

在冶金学家提姆
·

费克位于马

里兰州的实验室
,

把英国复制品放

进压力测试机
,

模拟泰坦尼克号的

船体撞上冰山时所承受的力量
,

看

铆钉是不是酿成灾难的关键
。

实验的结果是
,

泰坦尼克号

撞上冰山时
,

船体的铆钉被破坏
,

导致海水透过裂缝涌进船里
,

费

克根据撞击的速度
、

船只和冰山的

重量计算
,

发现每根铆钉在撞击

时至少承受 �
�

�万磅的压力
。

结果

这些铆钉在不到�万磅的压力下就

被破坏孔

是铆钉的强度不够好�

泰坦尼克号船体每一片钢板

之间都是防水接缝
,

固定这些接

缝的是 � � �万枚直径�
�

�厘米的铆

钉
,

其中有些是用机器安装
,

有些

是靠人工安装
。

在造船期间
,

造船

工人在大部分的船体都用一台巨

大的铆钉机安装钢铆钉
,

但他们没

办法把这台大机器弄到泰坦尼克

号船体正面
,

所以这部分必须以人

工安装
。

他们用锻铁铆钉代替钢铆

钉
,

因为这样比较便于人工操作
,

但锻铁的强度不如钢
。

造船公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为了弥补这个弱点
,

他们在熔铁时

加人� 种物质叫做矿渣
,

矿渣在铆

这种铆钉能承受这么大

的压力吗�

沛诺亚决定进行一场破天荒

的实验
。

他委托英国北约克郡的一

家铸铁厂按照原始设计制造一小

块钢船体
,

工人把每个铆钉加热

到�� �摄氏度
,

然后穿透两片��  厘

米厚的钢板
,

形成一个搭接接头
,

等铆钉冷却后
,

用巨大的力把钢板

拼在一起
,

泰坦尼克号要能乘风破

铆钉中的矿旅正 � 它断

裂的原因

为了�� ��确定是铆钉的破坏

造成船体的破损
,

沛诺亚再次拜

访冶金学家珍妮弗
·

胡波麦卡提
,

比较他的铆钉和从泰坦尼克号抢

救回来的铆钉
。

胡波麦卡提用电子显微镜检

查沛诺亚中校实验用的铆钉
,

矿渣

清晰可见
,

是铁里面蕴含的暗色晶

型
,

铁的强度就是从这里被破坏
,

细小的裂缝从这些较脆弱的地方

蔓延出去
,

直到铆钉完全被破坏
,

重点是真正泰坦尼克号的铆钉出

现了很类似的模式
。

胡波麦卡提说
� “

如果要看泰

坦尼克号出现的状况
,

我这里有一

张照片
,

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
,

矿

渣在断裂的表面形成一个洞
。

泰

坦尼克号的铆钉更糟糕
,

由于粒子

比较大
,

产生更大的洞
,

更大的裂

痕
,

破坏的速度也更快
。

这就是最

后的结论
。 ”

�摘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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