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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及设备应

用到了南极科考中。

在第 31 次南极科考中，中国的科

考队里出现了大量的极地机器人和无

人机。由固定翼飞行机器人、旋翼飞行

机器人和冰盖漫游机器人 3 员“大将”

组成的机器人兵团承担着中山站附近

两处内陆冰盖的探测任务，这是中国极

地科考机器人首次从实验阶段转入应

用阶段。

在第 33 次南极科学考察中，一个

无人机组再次出动，获取中山站周边地

区航拍影像14000余张，累计覆盖面积

超过 500 平方公里。除进行南极环境

遥感监测外，还协助考察队“空中探路”

进行海冰运输等保障工作。

南极地区共有４个点最为重要：极

点、冰点、磁点和高点。美国、俄罗斯和

法国分别在前３个点建立了科考站，仅

剩南极内陆最高点也是最难到达的冰

穹Ａ高点尚属“空白”。但是冰穹Ａ地

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理和自然条件，使其

成为一系列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比

如这儿是最好的天文观测地，是最合适

的深冰芯钻取地点，还是探测臭氧层空

洞变化的最佳区域等等。

1991 年，在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科学大会上，中国抢到了这个挺进南极

内陆深处到达南极高点的项目。1995

年，第一支冰穹 A 科考队前进 80 公里

即被迫返回；第二年，科考队往前推进

了 200 公里，第三年推进 500 公里⋯⋯

2005 年 1 月 18 日，中国南极冰盖科考

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DOME-A)

的最高点。这一亿万年来寒冷孤独的

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

足迹。

2009 年 1 月 27 日，我国首个南极

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在冰穹 A 地区胜利

建成，意味着我国的南极考察实现从南

极大陆的边缘地区向南极内陆关键地区

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12月1日起，昆

仑站具备了正式业务运行能力，将获取

长期、连续的常规气象观测数据。

南极科考，别人用了200年时间的

发展，我们用了近40年的时间赶上了。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罗斯海新站，

将是继中山站之后的又一所常年站，而

且是最大规模的站点。

在全球的南极研究上，中国已占有

重要一极，特别是昆仑站的建立，更是

意味着中国敲开了南极科学巅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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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dú běn

1983 年，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

约》，但不是协商国，并不能在南极事务上有任何

影响。因为中国在南极没有科考站，连南极大陆都没有

踏上过。

据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长郭琨回忆：中国派代表

团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从座次到文件发

放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表决时，大会主席就说“请非协

商国到外面喝咖啡”，那种感觉真是十分不好受。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的中国也是唯一在南

极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表决权的国家。

去不去南极、建不建科考站已成为事关国家荣辱和尊

严的事情。最终，中国决定：成立我们自己的南极科考队。

1984 年 11 月 20 日，正是北半球开始进入冬季而南

半球的春天开始时，考察队出发，一路向南，要去南极洲

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中国自己的南极科学考察站。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落成。同学

们可以去看看央视的纪录片《筑梦南极——中国南极科

考实录》，记录了科考队艰苦、拼搏的过程。

仅这样一个细节，便说明了那一群创业者的拼搏精

神。为了赶在南极的冬天来临前完工，留给建站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最终登陆仅 45 天就建站完成，实际

建设时间只用了 27 天，创造了各国南极建站的最快速

度。来参观的外国同行问：一天给你们多少钱？中国科

考人回答：如果为了赚钱，一天给一万元也不来这里。“在

那种环境之下，人的精神升华

了。”郭琨说。

长城站落成几个月

后，1985 年 10 月 7 日，在

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上，中国正式成为协商国，从

此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有了

发言权和表决权。

科学探索的永不止步，也促进了我

国科考船的不断转型升级。1994 年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的下水与使用可

以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翻开

了中国南极科考的新篇章。

“雪龙”号是一艘乌克兰船厂建造

的破冰船，中国于 1993 年购入后经过

几次大投入改造，成为世界上第一艘配

有“宽带全球区域网络”系统的科考

船。各种设备不断更新，先进仪器不断

增添，它成了国际上排得上名号的破冰

科考船。

曾经参与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任

务的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高级工程师

丁维凤说：“雪龙”号配备了专门的气象

预报团队，掌握卫星云图等大量数据，

可以准确地预报未来一周的天气，足以

让科考队做好躲避或应对恶劣天气的

准备。

而回想当初"向阳红 10"号首航南

极时，进入南大洋，没有卫星云图，全靠

经验观察判断天气。海洋二所的海洋

生物学家杨关铭回忆：1985 年 1 月 26

日，“向阳红 10”号陷在狂风大浪之中，

整整 9 个小时无法摆脱。风浪撕扯着

“向阳红 10”号钢板，发出刺耳的“刺

啦”声，这恐怖的噪声好几年后还不断

出现在杨关铭的梦中。虽然最终脱险，

却不得不缩减了原有的科考计划。

“雪龙”号的建成和使用，极大地提

高了我国南极科考的质量和进度，而且

在这过程中，“雪龙”号还参与到了国际

救援中。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一艘载有 74

人的俄罗斯客轮被困南极。“雪龙”号立

即以最大航速前往救援。由于浮冰厚

度和密集程度均已超出“雪龙”号破冰

能力，最后挺进到距俄遇险船仅 6.1 海

里处时停止前进，应急小组马上制定了

营救方案，以“雪龙”号协助破冰，“雪

鹰”号直升机进行救援，在澳大利亚破

冰船的协助下，最终乘客全部获救。

但是“雪龙”号毕竟是改造而成，加

之船龄偏大，将不能胜任我国极地科考

越来越深入而艰巨的任务。“雪龙 2”号

应时而生。

“雪龙 2”号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

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让全球啧

啧称羡的是，“雪龙 2”号有一独门绝活

——双向破冰。船头、船尾不论是正向

行驶，还是倒退时都可破冰。不仅如

此，它的螺旋桨强度也比普通船舶高得

多，在遇到难以破碎的冰脊时，可用船

尾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把冰“削”碎，开出

一条水路。

2020年，双“雪龙”号首次进行了合

璧南极科考。今年结束的这第 38 次科

考，也同样是双“雪龙”号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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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站的建立，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也极大

地提升了中国人的科研热情和信心。但是，在国际范围

内的南极科考上，这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因为它建在

一个岛上，离南极大陆还有一段距离。

1988 年中国宣布将建设中国第一个南极大陆考察

站——中山站。

同学们会问，当初为什么不一口气登上南极大陆建

站呢？那是因为，我们各项的硬件条件不足，特别是船只

的建造上，还很落后，我国还没有一艘真正的破冰船。

首支科考队乘坐的“向阳红10”号，只是一艘运输船

改建的科考船，并不具备破冰等极地考察功能。而通往

南极大陆，除了广阔密集的浮冰区外，越靠近大陆，冰层

便越厚越坚硬，形成一片陆缘冰，这是最为坚硬的海冰，

没有破冰功能的船只无法接近大陆。

“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科研能力一定是伴随着

国家实力、制造业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的。

担负建造中山站任务的是“极地”号科考船，这是我

国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船，由一艘抗冰运输船改装而成，

它曾在 1987 年完成了我国航海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

行。它行驶到离南极大陆 300 米时停了下来，因为这艘

抗冰船不可能破开陆缘冰区。

接下来，大家便用蚂蚁搬家的方法，一点点地将建站

物资卸到小艇上再运上大陆。1989年2月26日，中国第

一座南极大陆常年科学考察站——中山站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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