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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

第 四 十 次 南 极 考 察 从 上 海 启 航 ，计 划 于

2024 年 4 月返回，历时 5 个多月。本次考察

将重点实施 3 船（“雪龙”号、“雪龙 2”号和

“天惠”轮货船）、5 海（罗斯海、阿蒙森海、宇

航员海、南极半岛临近海域、普里兹湾海

域）、5 站（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位于罗斯海沿岸区域的新科考站）考察。

本次考察的最大亮点，就是要建设我

国新的南极科考站——位于罗斯海沿岸区

域的新科考站。新科考站建成后，将成为

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第三个常年科考站

和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科考站，同时是

我国在南极的第五个科考站。

为什么要建新科考站？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能 够 带

来差异化的科考价值

我国为什么要建设新的南极科考站？

这要从其所在位置——南极罗斯海区域的

地理和气候特性说起。

罗斯海是南极大陆所有边缘海里最向

南延伸的一片海，其湾顶纬度约为南纬 78
度，离南极点很近。中山站所在的普里兹

湾湾底纬度约为南纬 70 度。

我国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

分别位于西南极乔治王岛、东南极拉斯曼

丘陵和南极内陆冰盖，相距数千公里。罗

斯海区域与我国现有 4 个科考站所处的区

域不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带来差异

化的科考价值，是对我国现有科考布局的

有益补充，需要投入更强大的综合科学观

测力量。

具体来看，建设新科考站意义重大。

首先，在这片区域开展海洋生态、海冰、

冰川、海平面、大气、地球物理、高空大气物

理、陆地生态、陆地和海洋地质、鸟类等调查

和观测监测，将为评估南极生态环境和气候

变化提供基础支撑。开展罗斯海区域陆、

海、冰川以及干谷、横贯山脉等南极关键区

域多学科综合科学调查，将为了解上述区域

自然特征与变化提供支撑。

“罗斯海区域之所以对于科学家有着

强烈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犹如一个‘冰工

厂’，是整个南大洋海冰的一个重要产生

地，也是南极底层水的一个关键起源地，具

有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地球

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特征，将有助于科

研人员探究南极变化与全球联动等重要科

学命题。”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党

委书记孙波说。

建设新科考站也是我国积极履行《南极

条约》体系相关责任和义务的体现。国家海

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龙威介绍，中国

将与有关国家一道对恩克斯堡岛南极特别保

护区进行管理、开展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生态

监测，为保护南极生态环境作出贡献，也为我

国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支撑。依托新科考

站，中国将与周边其他国家考察站开展南极

科学考察及保障相关的国际合作，努力为人

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南 极 科 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是 重 中 之

重。从我国第二十九次南极考察队首次进

行选址工作开始，到第三十三次完成选址

收尾工作，再到如今的建造阶段，我国极地

科考人员付出了许多努力。中国第五座南

极科考站的建设，将为中国人更好探索南

极打下坚实基础。

新科考站怎么建？
“ 绿 色 考 察 ”理 念 将 贯 穿

建设过程

我国新的南极科考站位于罗斯海沿岸

区域，建筑面积 5244 平方米，建成后预计可

容纳度夏考察人员 80 人、越冬考察人员 30
人，计划用于开展大气、海洋、冰川、生物生

态等多学科的观监测和科学研究工作。据

介绍，新科考站的主体设计为南十字星造

型，理念源自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使用

的南十字星导航定向。

新科考站建设颇具挑战。南极环境恶

劣异常，新科考站所在位置又是南极气候环

境最恶劣的地带之一，超强、超干、超冷的风，

给工程建设带来巨大难度，频繁的气旋和漂

移的海冰也对航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承担新

科考站的建设工作，成立了专门项目工程

部，细化各阶段建设目标、关键路线、关键

工艺、实施方案，以完成新站主体建筑为目

标，根据南极现场特殊的海冰、气候、工程

机械、作业窗口等实际情况提前制定预案

演练。截至目前，已完成物资的国内定制

加工、预拼装、检查验收、装船等工作，预计

12 月中旬抵达新科考站区域，开展卸货和

安装工作，计划 60 天内完成建设任务。

“绿色考察”理念将贯穿新科考站的建

设过程。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

前提下，工作人员将通过一体化设计统筹

各系统，进行国内装配化定制及预拼装，集

约化管理建筑所需材料，实现节能、节水、

节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通过减少扰动

南极现场的区域面积，减少临时设施和现

场施工人员数量，并最大限度地控制施工

活动范围，以达到绿色环保建站的目的。

考察还有哪些重点任务？

将围绕气候变化对南极生
态系统的影响与反馈开展调查

除了新科考站的建设工作，此次南极

考察重点任务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领队、首席科

学家张北辰介绍，首先，将围绕气候变化对南

极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反馈开展调查。计划依

托“雪龙”号和“雪龙 2”号分别在东南极普里

兹湾、宇航员海，西南极罗斯海、阿蒙森海及

南极半岛临近海域开展生物生态、水体环

境、沉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污染物分布综合

调查监测。同时，依托中山站、长城站、昆仑

站开展生态系统、近岸海洋环境、土壤环境、

地质环境、大气环境、雪冰环境、空间环境综

合调查监测，深入研究南极在全球气候环境

变化中的作用。

张北辰表示，本次考察还将充分发挥

国家平台支撑保障能力，积极支持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重

点科研任务和国产自主化装备试验工作，

开展极地保障装备现场试验。

此外，本次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

展国际南极科学前沿领域合作研究。将实施

与挪威、澳大利亚等多国合作的恩德比地航

空调查任务，探究南极冰盖接地带这一关键

数据空白区域的冰—海—基岩相互作用，支

持冰盖物质平衡的精确评估和不稳定性研

究，并与多国开展后勤保障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四十次南极考察启航

我国将建第五个南极科考站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胡润新

■科技自立自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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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新科考站效果图。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供图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常钦、张丽阳）为进一步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近日，自然资源部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代表处联合发布《数字“化学地球”促进

全球绿色发展倡议》（以下简称《倡议》）。

《倡议》旨在推动跨国界和跨学科的数字“化学地球”合作，为全

人类提供系统的、持续的全球地球化学科学数据；将地球化学与数字

技术相结合，促进开放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实践，为实现全球范围

内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倡议》包括四方面内容：响应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战略”；推动化学元素全球分布与变化研究；

开展全球土壤碳库与碳循环科学研究；促进全球土地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

据了解，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

区代表处将鼓励更多国家加入“化学地球”大科学计划，凝聚全球发

展共识，有效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数字“化学地球”促进全球绿色发展倡议》发布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施芳）10 月 30 日，“新基石研究员

项目”第二期资助名单在京揭晓，来自 28 家机构的 46 名科学家入

选，其中数学与物质科学领域 21 人，生物与医学科学领域 25 人。入

选者平均年龄 47 岁。

作为国内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研究的公益项目，“新基石研究员

项目”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2023 年 1 月，58 名科学家成为

首期“新基石研究员”。

据介绍，“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最鲜明的特色是“选人不选项

目”，即不对研究员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做项目进度考核，长

久、稳定地支持研究员去做富有挑战性、创新性的工作。近千位

具有国际视野、在国内外经历过大型科学项目评审的科学家，按

照“ 原 创 性 ”“ 重 要 性 ”“ 突 破 性 ”3 个 标 准 ，对 申 报 人 进 行 严 格

评审。

46名科学家入选第二期“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张贺）日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

州）论坛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论坛以“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长征文

化”为主题，回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宝贵

经验。论坛由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指导，中共贵州

省委宣传部主办。

论坛上，福建、江西、贵州、陕西、甘肃等 5 个重点建设区的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分享建设成果及经验，长

征沿线省份共同发布“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长征文化”联合倡议。与

会者深入交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成果与经验，探讨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区域协作、产业互补、人才交流、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合

作，推动高质量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