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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鹰”成功试飞 新站选址难言岛

中国南极科考进入地空立体时代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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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功飞越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的南极昆仑站；“雪龙”
号在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之一——南极罗斯海地区测绘；队员登上罗斯海的难言岛，进
行中国第5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的新站优化选址；在温度接近零下50摄氏度的深冰芯钻探房，队员们成
功钻取351.5米深的冰芯……

这些骄人的成绩，是两个多星期前回家的第32次南极科考队员们取得的。“南极是一颗时空胶
囊。”他们经历158天、超过3万海里的漫长航行，只为探究南极的科学奥秘。在这个过程中，更让人
钦佩和感动的是科考期间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

中外合作助“雪鹰”完美“首秀”
这是注定要载入中国极地考察历史的一幕：今年1月9日，一架红

白相间、尾翼喷绘着五星红旗图案的固定翼飞机，以距离地面最低不
到20米的高度，掠过南极冰盖最高区域、海拔4087米的昆仑站上空。

这是我国首架自有的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它从南纬69度
的中山站飞来，飞越纬度达80度的昆仑站，再返回中山站，持续航程
超过 2600 公里。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和德国之
后，第5个拥有多功能极地固定翼飞机的国家。

为了这次历史性的首航，固定翼工作队队长张体军和他的团队进
行了精心准备。张体军坦言，和自己的苦比起来，他最怕的是“雪
鹰”生病。有一次，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出现故障，机组人员不得不人
为操控，“他们操控了七八个小时，劳累和危险程度非外人所能想象。”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同时为了首航达到最佳测试状态，
张体军每天对设备进行检查，同时决定在下午3时开始试飞，经过七八
个小时航程，大约夜里 10时多结束，之后再进行数小时的数据收尾。
这意味着，整个团队每天要从早上奋战到第二天凌晨。

“雪鹰601”飞机的机长布拉德是一个加拿大人，由于此次飞行纬
度高、海拔高，飞机的发动机动力很弱，他和中国队员们要在氧气稀
缺的环境下工作。布拉德表示，“中国队员工作很努力，很友好，让我
眼前一亮”。首次加盟中国南极考察队的他很快和中国队员们打成一
片，并顺利完成了首航。

据了解，我国将在“雪鹰601”基础上，组建首支南极航空队，初
步构建极地区域的陆—海—空观测平台。

此前有媒体对“雪鹰 601”解读时，说它是
一架“老爷机”。专家对此表示，这种说法并不
准确。“雪鹰601”南极考察飞机只是保留了美国
C—47军用运输机 （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二战期间
研制的一种双发动机活塞式军用运输机） 的气动
外形和机体。针对极区飞行的特点，专家对飞机
进行了多达16项改进或者更新，动力系统、操作
系统以及内部结构完全是崭新的。

这架飞机有何特别之处呢？通过近距离观察
可以发现，“雪鹰 601”的起落架下方安装了一块 3
米多长的雪橇板，让它可以在冰雪上起降，而传统
的轮胎可以在一般跑道上起降。在机翼、尾翼前
方，还安装有一大圈橡胶材料。如果这些地方结了
冰，橡胶可以膨胀，打掉冰块。飞机对起飞的要求
也不高，在很低的滑行速度下就可以起飞。

此外，“雪鹰 601”加装了冰雷达、重力仪、
磁力计、激光高度计、高清摄像机和高精度差分
GPS等先进装备。其中，冰雷达可以穿透冰层超
过 5000 米，空间定位精度达到 25 厘米，是名副
其实的空中“鹰眼”。同时，“雪鹰 601”的时速
只有380公里，可以和科考设备达到完美结合。

正因为这些优化设计，让“雪鹰 601”可以
在极地科考中大显身手。

首先，它是运输工具。此前，我国南极科考
主要靠考察站、破冰船和内陆地面车队，每年前
往内陆腹地超过1200公里的昆仑站时，科考人员
和物资必须全部依赖雪地车进行地面运输，往返
一个半月，使得在昆仑站的实际作业时间只有20
多天。等到“雪鹰 601”飞行成熟后，队员和物
资运输可以打“飞的”，省时又经济。此外，如
果队员突发意外，它将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
科考队员的生命保驾护航。

此次科考期间，“雪鹰 601”已经发挥作用，
用近13个小时时间，运送了澳大利亚一名殉职的
考察队员遗体；还临时安排为澳方运送了人员和
货物。

其次，它是飞行实验室。从空中看南极，既
减少了队员们陆地测绘的潜在危险，同时让测绘
数据更为精确。此次科考期间，“雪鹰601”通过
测绘，首次获取了东南极冰盖中山站到昆仑站断
面及东侧，面积约86万平方公里的航空重力、磁
力以及冰雷达等关键数据。中国科学家们经过分
析，初步探明这个地方底部存在着比美国科罗拉
多大峡谷还大的峡谷，大小堪称世界之最；同时
还发现那里存在冰下湖、冰下河流和暖冰等异常
现象。

新址以“岛”为家
2月 6日，南极罗斯海，停泊在南纬 77度 47分的海域，海拔 3794米

的埃里伯斯火山脚下，“雪龙”号抵达这里，刷新了中国船舶到达地球最
南纬度的新纪录。

罗斯海是南太平洋深入南极洲的大海湾，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
最南部海域之一，也是人类通过船舶抵达南极大陆、前往南极点的传统
线路，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乘坐“雪龙”号的队员们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我国第5个南
极考察站 （前4个分别是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 选址，开展
建站选址的优化工作。之所以说是优化，是因为在第29次、第30次、第
31次南极科考期间，科学家们已经选择了罗斯海一个名叫难言岛的地方
作为主要备选站址，并进行了测绘、地质、环境等方面的前期考察。

大小约70平方公里的难言岛，名字听起来似乎很苦涩。传说是因为
曾经有几名极地探险家受困于此，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季，历经的磨难难
以言表。

中国科学家们选择的建站地点是一片平坦的碎石地，毗邻罗斯冰
架，背靠雪山，面朝大海。“蓝天、白云、碧海、雪山，并不是难言岛的
全貌。”很多登岛队员事后说，地上的碎石大小不一，稍不留神就会崴
脚、摔跤。岸边覆盖着冰雪，特别滑，一不小心就摔个四仰八叉。而且
很多冰面是伸出陆地的，稍不留神就有掉入海中的危险……真是个“一
言难尽”的岛屿。

难言岛上还有一个“不速之客”——风。老队员说，这里的风常年
有六七级，瞬时风力可达到8级以上。所幸这次队员们登岛后没遇到很大
的风，但很多人还是经常被吹得摇摇晃晃。由于光秃秃的海岛上没有能
躲避和把扶的地方，队员们只能咬着牙迎风作业。

尽管困难重重，队员们在近 4 天时间里，还是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
作。他们在岛上搭设了全新的自动气象观测站，以全面掌握难言岛的气
候条件。在一处企鹅聚集地，队员们对数万只企鹅进行了观察，以了解
新建站是否会对它们造成影响。

伍德湾4号点附近的海岸，这里将可能成为新站的码头。队员们完成
了登陆区海岸平地的测量工作；还使用无人机对全岛进行了俯拍。

除了“雪鹰 601”首航和新科考站选址勘测之
外，冰芯钻取和陨石收集工作也是第23次南极科考
的重点内容之一。

“雪龙”号在此次航行中，首次在阿蒙森海近
4000米深的洋盆采得深海岩芯，在威德尔海—南极

半岛海域取得 50 个站位的湍流观测数
据，在罗斯海维多利亚盆地成功采集到
720公里测线的重力、磁力和反射地震
等数据……这些成绩让“雪龙”号成为
我国极地大洋科考的“宝船”。

而在温度接近零下 50 摄氏度的中
国南极昆仑站深冰芯钻探房，为探寻可
能记录了几十万至上百万年的地球气候
变化信息，一群队员也忙了个脚朝天。

由于南极内陆气候恶劣多变，留给
考察队钻探的时间只有1月4日到18日
这15天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一共9
人的深冰芯钻探小组，实施“两班倒”
作业。白班从早上 8时到下午 5时，夜
班接着工作到凌晨2时。

钻探小组成员胡正毅到现在仍对那
种极端寒冷的体验印象深刻：“拆卸钻
具时需要拧小螺丝，带着手套不方便操
作，有时我索性摘掉手套，手与金属接

触的一刹那，感到的不是冷，是‘烫’——冷到极
致竟是一种‘灼烫’的触觉”。

“如果你觉得太冷，可以到外面零下30多摄氏度
的地方暖和一会儿。”面对困难，这些“80 后”和

“90后”小伙会这样调侃一番。
谈笑间，他们在数千米厚的冰盖上钻探了351.5

米，这是中国南极冰芯钻探史上单季进尺的新纪
录。至此，中国深冰芯钻探总深度达到654.5米。

另一队考察队员在南极内陆进行了为期 55天的
考察。来自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仝来喜，
对格罗夫山地区的极端天气印象深刻：“比如地吹
雪，风把雪吹起可高达百米，人在其中，伸手几乎
不见五指。还有杀人风，那里四五级风是好天气，
十二级大风是常事。再有就是白化天，阳光在冰面
和低空小雪粒间来回反射，人在里面啥也看不清，
很容易产生错觉……”

然而，这里也是陨石富集区。仝来喜和其他队
员此行收集了超过 630 块陨石，最重的有 400 克左
右。至此，我国南极陨石拥有量已达12665块，继续
稳居世界第3位。他们还观测到了天然地震，首次在
该地区梅森峰探知了深度达1500米的冰下盆地地形。

“随着我国南极考察能力的持续发展，‘中国声
音’和‘中国力量’正在不断提升，中国的‘南极
圈’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第32次南极考察队临时
党委书记、领队秦为稼表示，这是30多年的极地考
察、几代人前赴后继的结果，“中国南极科考人将继
续秉持爱国、拼搏、求实、创新的精神，让中国成
为南极科考的引领者。”

既是运输机又是实验室既是运输机又是实验室

近日，一篇对比中日两种螺母的文章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文章介绍了一种可与日本
偏心螺母匹敌的中国唐氏螺纹，网友们纷纷
留言，为中国匠人的智慧点赞。回看唐氏螺
纹的发展过程，我们从发明人唐宗才身上看
到了孜孜不倦的工匠精神。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1985年，唐宗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
气自动化专业，刚满20岁的他被分配到马钢
中板厂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当时，厂里设
备常常会发生一些无规律的、难以分析的故
障，掌握理论的工程师往往还不如有经验的
工人处理故障更快。唐宗才决心解决这个问
题。他将几年的设备故障进行统计和分析，
发现那些让人难以分析判断的故障一般都
是电气的接点松脱和粘接所造成的。

能不能设计一种“不会松动的螺栓”结
构？这一直萦绕在他脑海。有一次，唐宗才偶
然看到一篇介绍自锁螺纹防松的文章。他突
发奇思：既然双螺母的防松效果不错，那将
螺母换成一左一右肯定效果更好。结构很快
就想出来了，唐氏螺纹螺母由作为紧固螺母
的右旋螺母和作为锁紧螺母的左旋螺母组
成，两种螺纹复合在同一段螺纹上，因为方
向不同，紧固螺母的松动力变成锁紧螺母的
紧固力，因此螺母防松效果大大提高。

唐氏螺纹要解决的第一问题是螺纹强
度问题。因为和普通螺纹相比，唐氏螺纹的
受力面积大大减小了，大家都认为其强度必
然大大减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宗才决
定先做实验，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根据他在
武汉、上海、北京多次实验检测，发现同等材
质、同等直径的唐氏螺纹强度达到普通螺纹
平均值的95.38%，就是说唐氏螺纹的强度值
基本不下降。原来螺纹强度与螺纹结构有着
直接的关系，唐氏螺纹使各螺纹段的受力更
均匀，反而对强度没太大影响。

实践检验真理

虽然唐氏螺纹紧固件具有优异的防松
性，但批量化生产仍是难题。唐宗才找到
我国较有实力的螺纹工厂，但由于普通螺
纹是等截面的、连续的，而唐氏螺纹是变
截面的、非连续的，所以，原有设备不能
用，工厂不愿意接手。周围的人劝唐宗才
放弃，但他坚持不退缩。

唐宗才对整个技术路径进行了重新思
考，自己动手设计，请来机械专业的朋友，共
同研究设计方案。自己学着画机械制图，第
一张零件图花了两天时间才画成。又经过反
复改进，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唐氏螺纹紧固
件开始走入市场。

为了开辟稳定的市场，唐宗才决定从压
轨器产品入手，将螺栓紧固技术应用于压轨
器的防松上。压轨器是固定行车轨道的，由
于行车运行频繁，加之轨道不在地面，难以
维护，因此对压轨器的防松要求较高。产品
一投放市场就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原先几个
月就松动和损坏的压轨器使用数年也不会
出现问题，各大钢厂纷纷使用。

一次，江苏一家水泥厂的振动给料机螺
栓松动问题解决不了，打电话求援，唐宗才
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去了现场。原来，设备
上的普通螺栓只运行3分钟后就开始松动脱
落。换上唐氏螺纹螺栓之后，他们跟踪了3个
月没有发现螺栓松动脱落现象。类似的例子
还有很多。

实践证明了唐氏螺纹紧固件在防松性
能上的优越表现，订单也渐渐多了起来。

像工匠般执著

唐宗才深有感慨地说，螺纹发明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为了解决螺纹紧固件的
振松问题，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没有浅尝
辄止、没有畏缩不前。

唐宗才认为，要做出发明与创新至少要
具备 3个条件：首先，具备“有解思维”。要相
信所有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只要不能证明
它行不通，就一定要做下去。不相信有解决
办法是不会做出任何发明的。其次，掌握基
本原理。发明并不需要精通本行业的专业知
识，但对其涉及的工作原理要很清楚。第三，
拥有一份狂热和执著。狂热和执著能让人忍
受无比寂寞的漫漫长夜和一次次的失败，直
至绝处逢生，能让人无怨无悔地将毕生的精
力投入所热衷的事业。

唐宗才的“有解思维”和“执著”正
是现在所提倡的工匠精神。绝不轻易放
弃，一步一步地打磨自己的产品，直到做
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宗才的工匠精神最
终让他颠覆了传统的螺纹，在某种意义上
改写了螺纹的历史。

唐宗才:
用工匠精神铸螺纹

周 咏 辛 纳

唐宗才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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