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1月 1日

拔锚起航

2023 年 11 月 1 日，上海，中国极地

考察国内基地码头，“雪龙”号和“雪龙

2”号静静停泊在岸边。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四十

次南极考察队即将出征，码头挤满了

前来送别的亲友。

雄浑的汽笛声响起，出发！数百名

队员奔赴地球之极、冰雪之巅。

我有幸成为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

察队的一员，作为“雪龙”号随船记者全

程参与。初登“雪龙”号，我对一切都充

满了好奇。

“雪龙”号是我国第一艘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是我国首艘自

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 你 知 道 怎 么 区 分‘ 雪 龙 ’号 和

‘雪龙 2’号吗？”我的队友、随船卫星

保 障 人 员 封 翠 萍 问 道 ，“ 答 案 就 在

‘ 雪 龙 ’号 的 船 体 后 部 。”我 随 她 来 到

船 体 后 部 的 一 颗 白 色 大 球 前 ，这 是

“雪 龙 ”号 独 有 的 标 志 性 设 备 。“这 是

一 套 船 载 卫 星 遥 感 接 收 处 理 与 海 洋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通 俗 地 说 ，就 是‘ 捕

星 者 ’。”封 翠 萍 介 绍 ，南 极 周 边 气 候

多 变 、环 境 复 杂 ，“捕 星 者 ”会 实 时 接

收 多 颗 卫 星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依 据 光

学 影 像 数 据 进 行 专 题 制 图 ，由 此 获

得 周 边 海 域 的 冰 情 图 ，为 航 线 选 择

提供技术支撑。

“ 雪 龙 ”号 上 既 有 像 我 一 样 首 次

参 加 科 考 的 新 人 ，也 有 不 少“ 老 南

极”。驻留在“雪龙”号上的第四十次

南 极 考 察 队 领 队 、首 席 科 学 家 张 北

辰，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南极考察。“南

极太美丽太纯净了。”张北辰说，“ 作

为 科 考 队 员 ，我 们 有 责 任 让 这 份 纯

洁和美丽一直留在地球上。”

2023年 11月 8日

穿越赤道

北京时间 202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时 左 右 ，“雪 龙 ”号 拉 响 汽 笛 ，穿 越 赤

道，开启了南半球的旅程。与此同时，

“雪龙 2”号和“天惠”轮也在各自航线

上奋力行进，共同向南极进发。

经过一个星期，我已经适应了航

海生活。尽管船上空间相对有限，但

考 察 队 用 心 保 障 着 每 一 名 队 员 的 工

作 生 活 需 求 ：这 里 有 独 立 卫 浴、24 小

时 热 水 、每 日 花 样 供 应 四 餐 ，还 有 健

身房、迷你篮球场。

除了“硬件”支持，船上还经常举

办各类活动。

每 周 二 下 午“ 南 极 大 学 ”定 期 开

讲 ，从 天 文 地 理 到 气 候 变 化 ，所 有 课

程均由考察队队员主讲，出勤率达标

的 队 员 还 能 获 得“ 毕 业 证 书 ”。 每 名

队员都会参与船上的日常工作，或是

厨 房 帮 厨 ，或 是 防 海 盗 巡 逻 ，这 让 枯

燥 单 调 的 日 程 充 实 起 来 。 我 乐 在 其

中，与队友们的情谊也日益深厚。

2023年 11月 25日

穿越西风带

2023 年 11 月 20 日，西风带如期而

至。这个地带位于南纬 40 度至 60 度，

由于处于强劲西风的控制下，洋面风

浪较大，因此又被称为“咆哮西风带”，

将给航行带来严峻考验。

驾驶台前方，放眼望去，前一秒还是

天，后一秒就成了海。一阵阵涌浪袭来，

反复拍打着前甲板队员们房间的舷窗。

这次穿越西风带的窗口期仅有一天。等

待、蛰伏、瞄准、穿越，最终我们利用两个

气旋之间的短暂窗口加速南穿。2023
年 11 月 25 日，“雪龙”号成功穿越西风

带，我们重见晴朗的天光云影。

航行的顺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

撑。随船气象保障团队队员王九江介

绍，穿越西风带期间，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洋环境预报船载信息系统发挥了重

要作用，它能实现对航路风浪的预报

预警，只要将航路点输入系统，系统就

会自动计算出未来航线不同时段的警

报级别。这套系统 2018 年第九次北极

考察期间开始试用，2019 年第十次北

极考察和第三十六次南极考察开始正

式使用，已经实现船载气象导航软件

的国产化和自主化。

2023年 12月 1日

开启卸货

第一场硬仗来了！2023 年 12 月 1
日船时 8 时 54 分，搭乘“雪龙”号的考

察队先行到达南极的首个预定位置，

正 式 开 启 本 次 考 察 任 务 的 重 要 环 节

——卸货。这也是考察队此行首次大

规模作业，考察队队员全员上阵。

所谓卸货，就是将“雪龙”号的物资

运输到中山站上，但科考船无法停泊到

科考站旁边，只能停泊在距离科考站最

近的海面上。两点相隔着巨大的冰面，

卸货的方式包括通过雪地车冰面行驶

运输、从船上卸货至冰面再由直升机运

输、直接使用直升机运输等多种方式。

南极有四“最”：最高的平均海拔、最

干燥的空气、最大的风、最冷的气候。

本次卸货作业是“雪龙”号与中山

站地理距离最近的一次，原因之一是

破冰期间固定冰碎裂严重，但也意味

着来之不易的作业冰面会出现更多开

裂，带来更大冰面开裂潜在危险因素。

2023年 12月 16日

走进中山站

烈日下、风雪中……经过 16 天不

分 昼 夜 的 连 续 奋 战 ，2023 年 12 月 16
日 ，中 山 站 区 域 卸 货 作 业 圆 满 完 成 。

作 业 人 员 接 连 克 服 了 固 定 冰 碎 裂 严

重、冰上作业面消失、偶降大

雪、突起大风等一系列困难，

提前 5 天完成了中山站区域全部物资

卸运任务，为中山站度夏越冬考察、内

陆考察等任务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

基 础 。 据 统 计 ，卸 运 物 资 总 重 量 约

1561 吨。

巨大的螺旋桨轰鸣不停，扬起周

围飞扬的雪粒，我第一次搭乘飞机俯

瞰 了 位 于 东 南 极 拉 斯 曼 丘 陵 的 中 山

站。听“老南极”们说，中山站的变化

很 大 ，条 件 越 来 越 好 ，是 祖 国 的 强 盛

给了他们一次次犁海破冰的勇气。

“大家有没有信心从他们手中接

过接力棒？”第四十次南极考察中山站

站长胡泽骏问道。“有！”第四十次南极

考察中山站全体越冬队员的回答铿锵

有力。2023 年 12 月 15 日上午，我国中

山站第三十九次越冬队和第四十次越

冬队正式交接。12 月 16 日上午，中国

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在内陆队出发基

地举行简短而隆重的出征仪式，欢送

昆仑站（泰山站）和格罗夫山队 29 名南

极内陆考察勇士出征。很多动人瞬间

被我的镜头记录下来，薪火相传的南

极精神也在冰天雪地间定格。

中 山 站 站 区 的 生 活 用 水 来 自 附

近 的 莫 愁 湖 ，湖 边 矗 立 着 多 座 楼 栋 。

综 合 楼 的 东 南 角 是 越 冬 队 队 员 宿 舍

楼 ，在 综 合 楼 与 越 冬 宿 舍 楼 二 楼 之

间 ，有 一 座 漂 亮 的 玻 璃 连 廊 ，连 廊 下

面 是 温 室 ，栽 培 着 小 西 红 柿 等 蔬 果 ，

难 得 一 见 的 绿 色 植 物 为 这 里 增 添 了

勃勃生机。此外，中山站老油罐上描

绘着京剧脸谱，新油罐上画着十二生

肖，浓浓的中华元素让远在地球最南

端的队员们感受着祖国的温暖。

2024年 1月 23日

探访长城站

长城站是我国首个极地科学考察

站，位于南极洲大陆以北的南设得兰

群岛，其所在的南纬 62 度附近的区域

被称为南极洲的“热带”，属于典型的

副极地海洋性气候。与中山站不同，

此 刻 的 长 城 站 没 有 了 冰 天 雪 地 的 景

致，地表可见地衣和苔藓。

只要天气条件合适，考察队员就

会 抓 住 时 机 进 行 野 外 科 考 。 在 保 护

环 境 的 前 提 下 ，为 了 获 得 新 鲜 的 原

岩，考察队队员来到长城站附近的化

石 山 作 业 。 他 们 用 铁 铲 小 心 移 开 表

面 风 化 层 取 样 ，一 会 儿 跪 在 地 上 ，一

会儿俯下身子，在烈风和小雪中持续

作业。另一座山上，考察队队员给长

城 站 所 在 的 菲 尔 德 斯 半 岛“ 做 CT”，

通 过 地 震 层 析 成 像 获 取 半 岛 地 层 的

物理特征。

1 月 10 日，“雪龙”号驶离长城站进

行物资补给。1 月 23 日，我们在第三次

成功穿越西风带后再次回到长城站附

近海域。接下来，大洋考察作业即将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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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日，中国第四

十次南极考察队

踏 上 征 程 。 从

1984年我国首次开

展 南 极 考 察 开 始 ，

40年来，一位位极地

科 考 工 作 者 用 坚 实

的探索步伐，驱散了

冰 雪 之 巅 的 未 知 ；一

个 个 科 考 故 事 ，见 证

了“认识南极、保护南

极、利用南极”的生动

实践。

本报 记 者 胡 润 新

跟 随 中 国 第 四 十 次

南 极 考 察 队“ 雪 龙 ”

号 出 征 ，亲 历 了“ 雪

龙”号起航、穿越西风

带 、抵 达 南 极 的 过

程 。 让 我 们 跟 随 他

的 视 角 ，感 受 中 国

第四十次南极考察

的重要时刻。

——编 者

2023 年 11 月 1 日，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出征。

本次考察最突出的亮点，是建设罗斯海新站。新站是我国

在南极的第五个考察站，也是新时代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常

年科考站。

该新站是中国在南极地区第三个常年考察站，规划建

筑面积为 5244 平方米，可满足 80 人度夏、30 人越冬的基

本需求。新站建设采用绿色技术和集成化空间体系，打造

智能先进、低碳环保的国际一流科学考察站。“我们选派

15 人次赴南北极开展调研，获取多个国际先进考察站的

第一手建设、运营资料。”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罗斯海

新站设计师祝贺介绍。

主体建筑物资和工程设备总体积约 2.9 万立方米，总

重量约 9300 吨……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罗斯海新站

如何开展建设？

据介绍，新站建设主要分为 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准备，包括环评、设计等，并完成国内预拼装检验等工作；

第二阶段是将建设物资运抵南极现场，并转运上站；第三

阶段是现场安装。

“新站建设采用装配式建设方式，所有建筑设施均在

国 内 完 成 加 工 定

制，现场只需按要

求 安 装 建 筑 模 块

等，整体建筑高度

集成化、质量有保

证、施工速度快。”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新站队队长王

哲超说。

在设备配置、建设材料、技术等方面，新站亮点频出：

采用轻质高强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可以抵抗零下 60 摄氏

度的超低温和海岸环境的强腐蚀；优先采用清

洁能源，新能源占比超过 60%；采用了数据化、

自动化、无人化、远程化运营系统，还集成了微

电网监控、能量管理平台等技术。

据 了 解 ，目 前 新

站 工 程 进 展 顺 利 ，除

了主楼结构完成封顶

之外，84 个功能模块已经

全部安装完毕，正在进行

幕墙板安装工作。

罗斯海新站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刘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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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雪龙”号、“雪龙

2”号航线示意图。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供图

图②：“雪龙 2”号和“天惠”

轮在浮冰区行驶。

祝 贺摄（新华社发）

图③：KA32 直 升 机 吊 运 物 资

前往中山站、内陆出发基地。

本报记者 胡润新摄

图④：雪 地 车 进 行 海 冰 道 路 修

整。 本报记者 胡润新摄

图⑤：考察队在长城站进行卸货作

业。 本报记者 胡润新摄

图⑥：考察队在布放潜标。

新华社记者 周 圆摄

图⑦：罗斯海新站建设现场。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供图

图⑧：“雪龙”号停在中山站附近的浮冰

区，考察队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胡润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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