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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38次南极科考队回来了。

南极，季节更替与北半球相反。这一地理常识同学

们都了解，每年 11 月前后，南极进入夏季，南大洋的海冰

迅速融化，这为南极科学考察提供了绝佳窗口，各国大都

选择在此时派出考察队前往南极。直到来年3月，南极进

入冬季，绝大部分考察队员在这时撤离。因为如果在南

极越冬，需要有很好的物资保障。比如房屋要保温，能扛

住南极冬季酷寒，后勤保障设施要到位，能够支撑队员们

冬季时的户外观测和研究。

不过，有一部分队员会在考察站进行越冬观察和研

究。当年，中国建成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的时

候，就留下了 5 名科考队员驻站越冬，开启了中国对南极

的研究。

各国的科考站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夏季科考站（比

如中国的泰山站），一种是常年科考站（比如中国的长城站、

中山站）。随着科技的发展，还出现了第三种科考模式，即

依靠机器的自动观测站。比如我国在距中山站100公里的

南极冰盖上，就架设了一套自动气象站，以获取南极地区

的温度、相对湿度等相关资料。

回望中国 1985 年踏上南极土地的那一刻，中国南

极科考从初时只能在南极洲的乔治王岛上建长城站，

到深入大陆腹地建中山、泰山站，再到踏

上南极之巅建立昆仑站，中国科研

能力从装备水平到研究水平的跃

升不言而喻。

本报记者 郭闻

筑梦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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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等报道：

●4 月 26 日，“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返回上海国内基地码头，行程 3.3 万余海里，这标志着由“雪龙”号和“雪龙 2”号共同执行任务的历时

174天的中国第38次南极科学考察圆满收官。

这是中国自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之后，第二次派遣两艘破冰船在同一个“考察季”奔赴南极。

38年，38次南极科考。

为什么1984年以来，我国每年都要派出科考队去南极？

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兴建科考站，并逐渐向着南极腹地挺进？

为什么南极吸引世界各国政府的注意？

先让我们来看看，南极有什么。

别看南极表面上一片荒芜，无人居住，但它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地区，可供全世界开发利用200年；是世界上

最大的煤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资源库，储存了人类可用淡水的72%；拥有

最大的磷虾蕴藏量⋯⋯南极还是世界最大的科学实验场，激发着人类探索的

欲望。

从1772年英国航海家库克开始寻找南极大陆算起，欧美国家的南极探险

已经持续了2个世纪。

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各国对拥有各自所发现的南极洲地区的主权要求

越来越强烈。随后，1959年12月1日，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

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英国、美国、苏联12国代表签署了《南极条约》，冻结

了南极领土的主权要求，规定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属于全人类。

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

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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