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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17时35分，南极冰穹
A区域中国昆仑站机场，中国首架
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功
降落南极冰盖之巅。当日，该飞
机从昆仑站起飞返航。这看似平
常的一次飞行却标志着中国南极
科考向空中迈出一大步。由于海
拔 4000 米 以 上 的 冰 穹 A 含 氧 量
低，环境极其恶劣，飞机起降难
度很高。可喜的是，“雪鹰 601”
成功实现了南极航空史上的“第
一次”，并在飞行沿线开展了冰雷
达、重力、航空摄影测量等多项
航空遥感观测，拓展了中国在南
极大陆的数据获取范围。11 月中
下旬，中国“雪鹰601”在第34次
南极科考中再次展现其过硬的本
领，成功执行了向南极中山站运
送 2.5吨蔬菜、水果等补给物资的
任务。

““十三五十三五””期间要期间要““提升南极提升南极
航空能力航空能力、、初步构建南极区域的初步构建南极区域的
陆海空观测平台陆海空观测平台”，”，这是这是 《《中国的中国的

南极事业》 白皮书提出的重要任
务之一。这一任务在国家海洋局
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看来
颇 为 紧 迫 ， 因 为 与 美 俄 等 国 相
比，中国极地航空能力虽然近些
年连续取得突破，但仍待进一步
提高。比如，在科考人员运送方
面，目前美俄等国已经投入大型
飞机， 而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
这就使得如果中国科学家去南极
工作，会花很长时间在赶赴的路
途中。

雪龙2号的建造为中国南极航
空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
实际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已经
开始了相关准备工作。2017年9月
12 日，该中心签署购置一架意大
利莱昂纳多利莱昂纳多 AWAW169169 型直升机的协型直升机的协
议议。。该型直升机是当今最先进的该型直升机是当今最先进的
44——55 吨级中型双发直升机之一吨级中型双发直升机之一，，
交付后将作为雪龙交付后将作为雪龙22号的船载专用号的船载专用
直升机直升机，，进一步提升中国极地立进一步提升中国极地立
体科考能力体科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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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18时30分，北纬71度、濒临北冰洋极寒
地带的俄罗斯萨别塔，中俄合作的亚马尔项目生产的
液化天然气开始注入停靠在萨别塔港的运输船，这标
志着全球最大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投产。该项
目因其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而成为中外能源合作
的典范，也成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这里
的“冰上丝路”具体是指北极东北航道，大部分航段
位于俄罗斯北部沿海的北冰洋离岸海域，是沟通亚太
地区和欧洲地区的一条捷径。亚马尔项目生产的液化
天然气将从萨别塔港起运，沿着这条“冰上丝路”，向
西运往北欧，向东经过白令海峡输往中国等亚太地区。

北极东北航道具有天然优势，这条“冰上丝路”
将有望成为“黄金水道”，而中国对它的开通功不可
没。这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相关能源
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等；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北极科考
对北极东北航道的开辟和拓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继
雪龙号2012年首次成功穿越北极东北航道之后，今年
7月至 10月，雪龙号实现穿越北极中央航道并首航北
极西北航道，同时进行科考，获得了丰富的信息和数
据。比如，首航西北航道期间，雪龙号获取了20多个
人工定点气象观测记录，近 40 个人工海冰观测记录，
近 2600帧海冰形态影像记录，约 140轨卫星遥感影像
数据；完成 3000 公里的航渡海底地形地貌数据采集，
并在巴芬湾西侧陆坡区完成了1400平方公里区块的海
底地形勘测。这些信息和数据对于沟通三大洲贸易的

“冰上丝路”拓展和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88月月 1818日日 2121时时 1010分分，，即在引力波事件即在引力波事件 GWGW 170817170817被探测到被探测到 2424小时之后小时之后，，中中
国科学家加入到对这次由两颗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的探测国科学家加入到对这次由两颗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的探测。。他们利用在他们利用在
南极昆仑站运行的第南极昆仑站运行的第 22 台望远镜台望远镜 ASTAST33--22，，持续探测约持续探测约 1010 天天，，捕捉到相关光学信捕捉到相关光学信
号号，，获得了大量重要数据获得了大量重要数据。。这些数据和全球其他天文台的观测结果一起揭示了此这些数据和全球其他天文台的观测结果一起揭示了此
次双中子星并合抛射出次双中子星并合抛射出 11 %%量级太阳质量量级太阳质量，，也证实了此类事件是宇宙中大部分超也证实了此类事件是宇宙中大部分超
重元素如金银的起源重元素如金银的起源。。

引力波探测无疑是当今科学的最前沿引力波探测无疑是当今科学的最前沿，，数位领域内科学家因此而问鼎本年度数位领域内科学家因此而问鼎本年度
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中国南极昆仑站上的南极巡天望远镜为上述重要引力波事件而中国南极昆仑站上的南极巡天望远镜为上述重要引力波事件
的探测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探测作出了杰出贡献。。该望远镜是南极现有最大的光学望远镜该望远镜是南极现有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完全实现了极完全实现了极
端环境下的无人值守全自动观测端环境下的无人值守全自动观测，，凭借昆仑站所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凭借昆仑站所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A区域得区域得
天独厚的观测条件天独厚的观测条件，，参与了本年度全球最具震撼力的科技事件之一参与了本年度全球最具震撼力的科技事件之一，，在中国南极在中国南极
科考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科考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要问中国 2017 年极
地科考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一一
定非定非““南极新科考站筹备和建南极新科考站筹备和建
设工作顺利推进设工作顺利推进””莫属莫属。。对于对于
立志成为极地科考强国的中国立志成为极地科考强国的中国
来说来说，，一方面一方面，，要对已建成的要对已建成的
科考站进行升级科考站进行升级，，提高其科考提高其科考
能力能力；；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建设新通过建设新
的科考站的科考站，，搭建新的极地科考搭建新的极地科考
平台平台，，尽可能扩大对极地考察尽可能扩大对极地考察
的覆盖面的覆盖面。。20172017年年 55月发布的月发布的

《《中国的南极事业中国的南极事业》》 白皮书提白皮书提
出出，“‘，“‘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中国中国
将新建南极考察站将新建南极考察站”。”。

自自 20142014 年建成第四个南年建成第四个南
极科考站泰山站之后极科考站泰山站之后，，中国就中国就
拟筹建新的南极科考站并加快拟筹建新的南极科考站并加快

了相关准备工作了相关准备工作。。20172017 年年 22
月月，，中国第中国第 3333 次南极科考队次南极科考队
在南极罗斯海地区对包括难言在南极罗斯海地区对包括难言
岛在内的岛在内的 55个预选区域进行站个预选区域进行站
址优化比选作业址优化比选作业。。最终最终，，综合综合
考虑与已有考虑与已有 44个科考站互补性个科考站互补性
和独特的科考价值和独特的科考价值，，新站选址新站选址
确定在难言岛确定在难言岛 （（也称恩克斯堡也称恩克斯堡
岛岛）。）。1010 个月之后个月之后，，雪龙号搭雪龙号搭
载着第载着第 3434 次南极科考队挺进次南极科考队挺进
罗斯海罗斯海，，冲破冲破 18001800 公里浮冰公里浮冰
区区，，成功抵达难言岛成功抵达难言岛。。科考队科考队
出动出动““雪鹰雪鹰1212””直升机直升机，，连续连续
奋战两昼夜奋战两昼夜，，完成向目标区域完成向目标区域
卸载卸载 344344 吨新站建设物资吨新站建设物资，，包包
括多用途集装箱括多用途集装箱、、工程辅助设工程辅助设
施设备等施设备等。。

6月 15日，上海“东方明珠”对岸
的北外滩静静摆放着一艘航船的模型，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它就是深渊极客
号极地科考探险船的微缩版。深渊极客
号造价可能达到 6 亿-8 亿元，由上海彩
虹鱼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投资，
荷兰达门船厂设计并主导建造。根据计
划，该船将于2018年初开工建造，2021年

初投入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这将是首艘由中国

民营企业投资建造的极地科考探险船。
该船破冰能力为极地冰级 6 级，可在夏
秋季航行于极地中等厚度的冰 （包括旧
年冰） 的水域；除配备实验室和直升机
之外，该船还将配备多种功能的载人潜
水器、无人潜水器和最大下潜深度 200
米的观光型潜水器，可为游客提供极地
探险旅游服务。可以期待，深渊极客号
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的生力
军，凭借其面向市场的灵活机制，为人
类探索和认识极地作出令人欣喜的贡
献。

建造新的、性能更加卓越的科考破
冰船当然也是极地科考国家队的多年夙
愿。长期以来，中国极地科考在很大程度
上是依托雪龙号进行的，它也因此成为

“极地功勋船”，甚至是中国极地事业发
展的象征和标志性符号。然而，面对日益
繁重艰巨的极地科考任务和建设极地科
考强国的历史重担，这艘建成于 1993 年
的进口破冰船，再经过彻底改造和升级
换代后也是难以独立担负的。极地科考
国家队新破冰船建造势在必行。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国家海洋

局发布消息称，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已于当日在上海江
南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该船将集中体
现中国船舶工业近年来取得的长足进
步，采用“双向破冰技术”，配备国际先
进的极地大气、水面和水下调查设备，具
备极地“观天探海”全方位科考能力。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在 2017 年
10 月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介绍，新破冰
船被命名为“雪龙 2 号”；其建造工作推
进顺利，完成了详细设计和审图、建造工
艺制定、关键技术攻关、科考设备采购等
各项准备工作，进入连续生产建造阶段。
据了解，新船采用分段—合龙拼装建造
方式，即船体被分解为 110 多个段，分别
建造，之后将其合成 10 多个大分段，最
终进行拼装。根据计划，雪龙 2 号将于
2019年正式“服役”。

②
建
设
、拓
展
﹃
冰
上
丝
绸
之
路
﹄

④极地巡天助力引力波探测④极地巡天助力引力波探测

③新站从确定选址到建设筹备

①新建破冰船壮大“雪龙”队伍

⑤
空
中
突
破
提
升
立
体
科
考
能
力

⑤
空
中
突
破
提
升
立
体
科
考
能
力

展冰雪雄心 做极地先锋
——中国极地科考年终盘点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岁末年初之际，20多名中国游客
乘坐一架商用包机在南极洲狼牙机
场降落。这是中国商用飞机首次平
安飞抵南极。游客们走出机舱，异常
兴奋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神奇的冰雪
世界，展开写有“南极，我们来了”字
样的横幅，踏着晶莹剔透的白色地
面，以碧蓝的天宇和飞机为背景，留
下珍贵的镜头。中国游客带动了极
地旅游近年来逐步升温，相关旅游报
告显示，中国极地游客从 2008 年不
足100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3944人
次，今年将有望突破5000人次。

与此同时，中国极地科考近年来
不断发力，不仅展现出中国迈向极地
科考强国的“冰雪雄心”，而且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即将过去
的 2017年里，中国科学家继续搭乘
雪龙号科考船“北”上“南”下，踏上通
往冰雪世界的万里征途，大力升级极
地科考软硬件能力，考察极地的环境
状况，探寻极地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
的影响等，勇做国际极地科考先锋，
为增进人类对极地的进一步认知，进
而造福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 （在建） 模型 （新华社发）

6月15日，深渊极客号极地科考探险船微缩版模型在上海外滩展示。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11月月88日日，“，“雪鹰雪鹰601601””固定翼飞机在昆仑站机场降落固定翼飞机在昆仑站机场降落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12 月 4 日，雪龙号
在南极浮冰区破冰航行
新华社记者 白国龙摄

1212 月月 44 日日，，雪龙号雪龙号
在南极浮冰区破冰航行在南极浮冰区破冰航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白国龙白国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