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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63天，行程6万余海里，第三十九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任务

南极科考亮点多
本报记者 刘诗瑶

■科技视点R

历时 163 天，行程 6 万余海里，中国第三

十九次南极考察队近日圆满完成考察任务，

顺利返回国内。

这次南极考察有哪些亮点？发生了哪

些难忘的故事？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的多名南极科考队员。

能力先行，“雪
龙 2”号和“雪龙”号
携手破冰，首个南极
雪橇式冰雪跑道机
场建成

2022 年 11 月 底 ，南 极 中 山 站 外 围 的

陆缘冰区冰雪皑皑，“雪龙 2”号极地科考

船 突 前 开 路 ，以 强 劲 的 破 冰 能 力 ，带 领

“ 雪 龙 ”号 极 地 科 考 船 步 步 向 前 。 两 船 航

行至距南极中山站仅约 7.8 海里（1 海里 =
1.852 公 里）的 科 考 物 资 卸 货 点 。 卸 货 成

功 后 ，金 色 的 霞 光 洒 满 甲 板 ，队 员 们 的 笑

容格外灿烂。

这 是“ 雪 龙 2”号 和“ 雪 龙 ”号 第 三 次

携 手 驰 骋 极 地 冰 区 。 南 极 中 山 站 外 围 有

大片坚硬的陆缘冰，厚度接近 2 米。只有

把 破 冰 船 开 到 离 站 点 最 近 的 地 方 ，减 少

在 海 冰 上 活 动 的 范 围 ，才 能 更 好 保 障 人

员和货物的安全。

“雪龙”号是一条服役 30 年的极地考察

“功勋船”，破冰能力相对有限；“雪龙 2”号

在 2019 年首航，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破冰优势明显。后者

为前者开道，承担破冰引航任务，是“双龙探

极”计划的初衷之一。

“这次陆缘冰接近 2 米的厚度，远远超

出了‘雪龙’号破冰能力，也超过了‘雪龙 2’

号设计的 1.5 米破冰水平。”“雪龙 2”号船长

肖志民告诉记者，面对挑战，科考队精心准

备，利用直升机和无人机开展多次探冰勘

察，制定破冰方案。通过艏艉向连续破冰、

艏向冲撞破冰的方式，“雪龙 2”号仅用 2 天

时间，就开辟出长度约 16.5 海里的陆缘冰区

航道，最终抵达预定卸货点，并将“雪龙”号

引航至卸货点。

“本次中山站外围两船编队航行和引航

航行总里程达到 830 海里，在密集冰区和陆

缘冰破冰引航特别是艉向破冰开辟航道方

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肖志民说。

南 极 科 考 ，能 力 先 行 。 据 自 然 资 源

部 中 国 极 地 研 究 中 心 专 家 介 绍 ，本 次 考

察 的 作 业 站 点 和 区 域 数 量 创 历 次 之 最 ，

“ 这 主 要 源 自 我 国 极 地 考 察 实 力 不 断 增

强 ，能 够 支 撑 更 多 科 学 家 在 南 极 开 展 科

学研究。”

在本次考察中，不仅有“双龙探极”合力

破冰，我国首个南极雪橇式冰雪跑道机场也

完成了建造和试运行。

“雪鹰 601”固定翼飞机是我国开展南

极 航 空 调 查 任 务 的 重 要 利 器 ，其 平 安 起

降 ，既 需 要 良 好 的 天 气 条 件 ，更 需 要 一 条

高 质 量 的 跑 道 。 科 考 队 固 定 翼 飞 机 队 队

长 祝 标 介 绍 ，在 此 前 历 次 考 察 选 址 、试 验

性 建 设 的 基 础 上 ，队 员 们 齐 心 协 力 、日 夜

赶工，完成了南极中山站冰雪机场的建造

和试运行。

“ 这 次 考 察 中 ，‘ 雪 鹰 601’共 计 在 中

山 站 附 近 执 飞 84.5 小 时 ，按 计 划 圆 满 完

成 10 项航空调查任务；数次成功起降，也

验 证 了 冰 雪 机 场 的 跑 道 质 量 。 这 标 志 着

我 国 极 地 航 空 事 业 进 入 机 场 自 主 时 代 。”

祝标说。

考察成果丰硕，
科研项目数量较上
一年度增加 20%，内
陆科学考察实现新
突破

南 极 地 处 荒 寒 ，极 寒 、极 干 、烈 风 等

使 得 这 里 成 为 探 求 地 球 演 变 和 宇 宙 奥 秘

的“ 天 然 实 验 室 ”。 但 是 ，只 有 通 过 一 线

深 入 考 察 和 实 地 调 查 研 究 ，才 能 持 续 提

升 对 南 极 的 科 学 认 知 ，探 寻 全 球 气 候 变

化奥秘。

此次南极考察成果丰硕，科研项目数量

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20%。其中，对南极生态

系统的调查，既包括企鹅、海豹、磷虾、鱼类

等生物要素，也包括水文、化学、地质环境等

环境要素。

科考队首席科学家助理罗光富说：“生

态系统调查是从系统和全局层面对南极生

态环境的调查，有助于全面监测和评估南极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此 次 科 考 还 创 新 使 用 了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无 人 机 ，成 功 完 成 了 4 套 潜/浮 标 回

收任务。罗光富说：“原来回收潜/浮标需

要大船慢速靠近，由 3 名队员驾驶小艇进

行抵近回收。现在有了无人机，有效避免

了潜标缆绳缠绕吊舱的风险，降低了小艇

对作业海况要求较高的限制，既缩减了作

业时间，也更加安全。”

内陆科学考察也有新突破。此次南极

考察，由 16 名南极科考队员组成的内陆队

伍，圆满地执行了南极昆仑站、南极泰山站

和格罗夫山地区三地的考察任务，创下了多

项新纪录。

据科考队内陆队队长姚旭介绍，内陆队

在南极昆仑站开展了冰川、气象、测绘和天

文等考察；在南极泰山站开展了测绘、大气、

高空环境观测；在格罗夫山执行了冰川、气

象、测绘以及保护区调查等任务。

在极端恶劣环
境中抢时间作业，科
考队员不惧孤独、勇
敢坚守、奋力拼搏

南极大陆 98%地区被冰雪覆盖，内陆冰盖

更被称为“生命禁区”“白色沙漠”。对队员们

来说，科考过程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

科考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张体军印象最

深的一件事，发生在 2023 年 1 月 26 日凌晨。

当科考队连续五天五夜进行物资卸运后，海

况突然变差。当时还剩最后 3 个批次的卸货

任务，汹涌的海浪不停地拍打着小艇和驳

船。驳船随着涌浪大幅摇摆，此时驳船上有

重达十几吨、高达 2 米的物资，如果不及时捆

扎，后果不堪设想。负责跟艇作业的 4名科考

队员毫不犹豫地从小艇冲到了驳船上，迅速

进行固定操作。凌晨 2点半，当卸好最后一批

物资，大家才如释重负。

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导致南极现场作业

的不确定性极大。科考队员们抓紧一切能工作

的时间，日夜奋战。在内陆科考中，内陆队队员

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白天在茫茫雪原上驾驶重

型雪地车10多个小时，晚上12点才能睡觉。其

间恰逢春节，大家争分夺秒地赶路，确保在指定

时间抵达考察区域。

祝标告诉记者，南极中山站冰雪机场建

设，需要 2 到 3 个连续晴朗、风小的好天气持

续施工，才能保证高质量完工。若中途遇到

风雪天气，前面的工作极有可能白费。为此，

作业团队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准备。从 2022年

10 月 24 日一直等到 11 月 4 日，当出现作业窗

口时，他们抓住机会、连续作业 3天，最终完成

了机场建设。其间，队员们没有吃过一顿热

饭，全靠八宝粥和饼干支撑。

在孤独寒冷的南极大陆，长时间驻留也是

一种考验。此次考察中，祝标和姚旭都在南极

中山站坚守超过 400天。之前已在南极越冬一

年的科考队员们，也继续参与到这次科考中。

“本次考察时间紧、任务重，队员们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极地科考工作者的精神

风貌。”张体军说，“目前，罗斯海新站建设筹

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建成后将是我国的第

五座南极科考站。”

■创新谈R

2023 年 全 国 科 技 活 动 周 期

间，各地围绕“热爱科学 崇尚科

学”主题，举办了科技列车行、科

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

一项公众参与度高、覆盖面广、社

会影响力大的全国性科普品牌活

动，全国科技活动周让公众在参

观体验中认识科学、在交流互动

中爱上科学，以高质量科学普及

助推科技创新事业。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先进

的科技成果只有通过科学普及，才

能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尽快产

生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进而促进

社会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科

学普及的深入开展，也能让科学精

神、创新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知识

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越

来越依赖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

高，一个国家的科普水平日益影响

着国家的创造力和软实力。如果没

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

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

科技成果转化也会打折扣。

科学普及覆盖经济建设、科学

技术、教育文化、人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与有关部门、企业、学校及科

研机构、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有着密

切关系，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蓬

勃发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十四五”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关

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

及工作的意见》相继印发，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近年来，科普税收优

惠政策出台，研究生做科普计入学

分政策推出，科学传播职称评定探

索启动，健康科普等行业科普工作

机制日趋完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全国科普日等品牌活动定期开

展，形成了科普工作创新升级的生

动局面。

当前，社会公众对提升科学

素养的需求日益旺盛，对权威科

普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科普工作的

参与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以高质量科学普及助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手段和更有效的路

径。一方面，要继续培养壮大科普人才队伍，既从专业水平和

科普能力着手，也从激励机制和制度建设入手，让一批能做科

普、愿做科普的专业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

好线上线下渠道，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放大科学的声音，不断

强化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增强公众的科普参与感，提

高科普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例如，针对伪科学谣言，可以采取

科技界共识的方式对谣言内容进行专业批驳，让权威知识直

抵人心，让科学跑在谣言前面。

科学普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需要全社

会共同推动。通过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在全社会

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定能使

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

流，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强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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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一
个国家的创新水平越来
越依赖于全民科学素质
的普遍提高，一个国家
的科普水平日益影响着
国家的创造力和软实力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3 国际橡塑展上，

山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的氢化丁腈橡

胶受到广泛关注。4 年前，正是这块小小的

氢化丁腈橡胶，让我国成为继日本、德国之

后全球第三个完全拥有该材料制备技术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家。

氢化丁腈橡胶是丁腈橡胶催化加氢后得

到的特种弹性体，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

源电池、汽车制造、轨道交通、油田开采等领

域。由于其生产工艺流程复杂，无成套现成

生产装置可用，加之催化剂制备难度高，国内

一直未能实现产业化。2009 年，位于山东省

龙口市的道恩集团发现了北京化工大学的相

关新技术，遂与后者展开合作，历时 10年相继

攻克了选择性高效催化剂、高效催化加氢工

艺等技术难题，生产出合格产品。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没

有优秀人才，就攻不下这项‘卡脖子’技术。”

谈起研发历程，道恩集团董事长于晓宁说。

道恩秉承“人才高度就是事业高度”的信念，

打造了绿色低碳高分子材料研发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创新人才脱

颖而出，田洪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道

恩，他担任山东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重点实

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主导了多项国际先进

水平新产品的研发，并因此荣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这里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土壤，以

及对科技人才的尊重，让我能充分施展自己

的才华。”田洪池说。

道恩的创新实践，是山东省龙口市“以产

聚才、以才促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龙口

市立足产业基础优势，全力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了“人才围

绕产业转、产业依靠人才兴”的良性循环。

据龙口市科技局局长任武介绍，该市围

绕高端化工、高端铝材料等产业链条，委派

700余名企业服务专员常态化走访企业，动态

更新人才需求目录；全市 120多家企业与各类

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吸引 30 多家单位

在龙口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同时，龙口市还通过举办高层次人才创

业大赛、产才融合对接大会、设立引才工作站

等形式，畅通人才集聚通道。“深化产学研合

作是加快聚集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

途径。”任武说。

在龙口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天蓝

颜料公司主营群青颜料研发与生产，在引进

南方科技大学专家团队后，仅用 6 个月就开

发出新产品，生产工艺达到领先水平；山东

中际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

电机绕组制造装备、高效节能电机绕组装

备，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龙口市的铝产

业链汇聚了大批专家，催生了 4 家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6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以及数十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

目前，龙口市正继续完善产业和人才政

策，促进创新要素的优化集聚。任武介绍，

根据修订后的《龙口市科技研发计划管理办

法》，龙口每年将通过揭榜挂帅等形式，支持

35 项科技研发计划项目，每项资金不低于

500 万元；筹建科技项目管理专家库，项目

实施期内，让专家们对科技项目进行绩效评

价、验收等工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该市还与国内多所高校达成意向，在成果转

化方面实行同台比选，在研发方面试行校企

风投合作，在人才引进上开展校企共同培养

和双向选择。

山东龙口坚持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人才围绕产业转 产业依靠人才兴
孙源源 赵永新

■创新故事R

■新闻速递R

本报电 近日，首届“领航杯”航天器科技创新设计大赛暨中

国火箭系列 IP 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大赛围绕“可重复使用航天

运载器”主题，作品方案要求在设计上要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在

技术上要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大赛自 2022 年底启动报名以来，

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全国多所

高校的 10 支代表队入围决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人气奖 1 名。 （陈沛然）

航天器科技创新设计大赛举办

本报电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担任学术指导机构的纪录片《智能时

代》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聚焦人工智能的多个维度，持续追

踪相关前沿科技的发展脉络和现实状况，全景式展现了人类利用机

器和智能技术，不断拓展认知边界、服务生产生活的历程。本片播

出前举行了专场点映研讨会，专家学者及主创团队围绕影片和人工

智能行业及技术发展展开了深入探讨。 （谷业凯）

科普纪录片《智能时代》播出

本版责编：吴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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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三十九次南极考察中，“雪龙

2”号和“雪龙”号极地科考船一起执行科考

任务。 陈栋彬摄

图②：科考队员们在“雪龙 2”号的艉甲

板进行海洋调查准备工作。 陈亮宇摄

本报电 近日，乐森机器人在北京举办 2023 年首场全球新品

发布会，推出多款消费级娱乐机器人。乐森机器人拥有专业的研

发团队，专注于消费级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陆续研发家庭智能娱乐机器人系列产品，将前沿的机

器人智能娱乐体验带入千家万户。

（孙源源）

乐森机器人推出消费级新产品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