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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科考中，空中能力继续得到提升，固定翼
飞机、直升机大显身手，保障了科考的进行和人员与
物资的转运。本次南极科考队领队、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主任杨惠根表示，利用固定翼飞机进行航空调
查取得丰硕成果。“雪鹰 601”共完成 21 个架次的飞
行观测，累计飞行超过 4.5 万公里，观测区域覆盖东
南极冰架系统、冰下山脉、冰下湖泊、深部峡谷系
统等，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

此次南极考察首次实现雪鹰 601固定翼飞机运
载大规模人员进出南极中山站。“雪鹰601”总计执
行 80 次起降。在国际合作方面，“雪鹰 601”先后
到访英、美、澳、俄、法等国考察站；在澳大利亚
南极局协助下，先期为中国中山站越冬队员补给约
2.5 吨重的新鲜蔬菜及部分配件，并协助澳大利亚
完成莫尔森站前期补给。

雪龙船船载的“雪鹰 12”和“海豚”两架直升机，
配备了8名机组成员。他们出色完成了南极冰情探
察、队员运输、吊挂卸货等任务，为在南极科考的“雪
龙”船插上了一对“翅膀”。据多次参加南极科考的
直升机机长梁高升介绍，直升机在新站建设物资转

运中功不可没。雪龙号抵达恩克斯堡岛附近海域
时，由于近岸陆缘冰很多，不得不放弃用小艇卸运物
资计划，转而采用雪鹰 12直升机吊挂建站物资装备
上岛。此外，直升机还帮助雪龙号从冰区脱困。在
罗斯海，雪龙号被大面积密集浮冰围困，动弹不得。
关键时刻，科考队派出海豚直升机从空中探察冰情，
找出相对松薄的冰区，帮助雪龙号成功驶出。

除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之外，无人机也被用
于南极科考。早在 2014 年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学考
察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院院长程晓领衔的团队就使用极鹰 I型固定翼无
人机，对南极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及毗邻的冰
川进行了第一期航拍观测，之后，极鹰II型和极鹰
III型固定翼无人机也投入南极科考，为研究极区环
境变化采集高分辨率的数据。

随着我国极地事业的发展，将有更多更先进
的空中科考装备应用于南极科考，同时，通过加
强与澳、俄、美、英等国的航空合作，中国将构
建更科学高效的南极航空网络，进而推动南极科
考模式变革。

曾随“蛟龙”潜海 ，又乘“雪龙”破冰，这位了不起的
女科学家近日从南极凯旋了，她就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科研人员唐立梅。

轻风中伫立于雪龙号的甲板，唐立梅的脑海中浮现起过
去的160多个日日夜夜。4月21日上午，中国第34次南极科
学考察队凯旋归来，科考队成员唐立梅成为中国第一位兼具
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

2013年9月，唐立梅随蛟龙号下潜到2774米的大洋中，
“蛟龙”对大洋深处的探索有了首位“女乘客”。这些年来，
收获了无数荣誉的唐立梅始终期待着能有机会参与极地科
考。去年，唐立梅如愿入选了南极考察队，参与地质科考的
相关工作。

“经历南极科考就会感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唐立梅说，雪龙号穿越西风带期间摇晃特别厉害，可以说是
此行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虽然已经有过多次海洋科考的经
历，唐立梅依然没能幸免晕船呕吐。去年12月初，经历了近
一个月的航程后，唐立梅终于看到了南极大陆的神秘面容。

南极地区天气和海况条件复杂，随时可能给科考活动带
来巨大的变数。因此，在南极的科考作业几乎都是24小时不
间断，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到达站位就开工。为了高效完成
任务，考察队成员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服从安
排配合完成其他科考任务。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唐立梅也“客
串”了生物拖网、CTD（温盐深仪）采样等工作，还学会了使
用CTD采水软件、操作大型起吊设备A型架等“新技能”，留
下了难忘而宝贵的经历。在南极期间，唐立梅曾经一口气连
续值了5个夜班，虽然辛苦，但科考团队团结协作的氛围一
直激励着她。

本次南极科考，我国开始启动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的建
设，唐立梅也参与了考察站所在地的野外地质考察。“不远万
里漂洋过海，在这里的考察只有两天时间，大家都争分夺
秒。”唐立梅说，就在这次考察中，她意外发现了一批不同岩
性的岩石样本，有望借此了解该地区的岩石成因与构造演
化，对于研究古大陆演变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可以为我国新
建考察站提供基础地质背景方面的科学支撑。

南极科考的旅程里，唐立梅带着对丈夫和两周岁女儿的
思念度过了自己人生中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在海外过
生日，第一次在大洋上迎来新春佳节，当然也是第一次亲近
南极大陆的冰川和生活在这里可爱的企鹅、海豹。“南极的美
丽而恬静景观已经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也让我由衷体会
到，应该为探索和保护这一片净土作出应有的贡献，更为极
地科考写下女性风采的新故事。”唐立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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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165 天，纵横 3.8 万
余海里，中国第 34 次南极科
考队完成各项任务近日顺利凯
旋，当他们乘坐雪龙号船抵达
上海基地码头时，受到人们热
烈欢迎。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南极
科考已经形成了“海陆空”立
体推进格局，而“冰雪”精锐
之师的此次“远征”不仅巩固
了原有的科考优势，而且继续
升级软硬件基础设施，把立体
推进格局提升到新的更高的水
平，为人类认识南极作出了新
的更大贡献。

科考站是科学家及科研团体或组
织开展多项学科考察研究、多项重大
科学研究的科学实验基地，南极科考
站的建设水平是中国南极科考能力的
最重要的体现和标志之一，而此次南
极科考的使命之一就是推进恩克斯堡
岛新站建设，这也是中国第五座南极
科考站。

据杨惠根介绍，恩克斯堡岛位于
南极罗斯海特拉诺湾，被喻为研究地
球系统中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圈层
相互作用、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天
然实验室”，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极
具科考价值和优势，是选址建新站的
理想之地。

为了新站建设，科考队克服了罕

见的严重冰情和恶劣天气条件，在新
站选址地搭建了临时建筑和临时码
头，实现了发电、通信、海水淡化等
功能，并按计划完成了新站基础测
绘、生物生态监测、工程地勘、设计
调研等任务。

恩克斯堡岛新站为常年考察站，
预计于2022年建成。按照设计，新站
建成后可满足 80 人度夏、30 人越冬，
规模将达5500平方米，辐射科考范围
300—500公里。它将与中国已建成和
运营的四大科考站即长城站、中山
站、昆仑站、泰山站一起构成南极科
考的陆基系统，填补国际上南极考察
重点、热点区域的空白，促进南极科
考国际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的南极科考相
比，中国本次科考有一个鲜明特点：首次
实现了“双船合璧”，同时共探南极，即
雪龙号和向阳红01船相互配合，两艘船上
的两支考察相互分工各有侧重，联合完成
考察南极的任务。

2017 年 8 月 28 日，向阳红 01 船离开
青岛码头，开始环球科考。两个多月后，
雪龙号从上海启程奔赴南极科考目的地。
12 月 30 日，向阳红 01 船执行完大洋调查
航次大西洋航段任务后，从智利蓬塔港出
发，奔赴南极海域，与雪龙号一起进行南
极科考。随同向阳红01船执行科考任务的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李铁刚表
示，两船和两支考察队之间各有分工和侧
重：向阳红 01船主要考察区域在西南极，
考察重点是冰区外缘的海洋环境；雪龙号
主要在东南极，主要关注的是冰区。通过

准同步调查，可以更清晰地、更准确地把
握海洋的脉搏，来探寻海洋变化的过程和
机理。

首次使用“无人船”进行水深、海底地
貌、水流、潮汐等南极海洋环境探测是本次
科考的一大亮点。据了解，雪龙号配备了
名为“极行者号”的无人船，在恩克斯堡岛
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极行者号无人船工作
总时长近 40 小时，完成了 5 平方公里海域
多波束全覆盖海底地形测量，不仅填补了
该区域的数据空白，而且为船舶航行和新
站建设提供基础空间地理信息数据支撑。

中国极地科考最让人期待的“利器”当
然是正在建设的雪龙2号，这是自中国自主
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式
开工建造以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据了
解，该船将采用“双向破冰技术”，即船艏、
船艉均可破冰，在冰区操纵性能极大提高，
可实现冰区快速掉头、转向，尤其是在南极
近岸冰情复杂、水域狭窄的环境中，增强了
船舶的安全性。同时，该船将配备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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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雪龙2号正处于紧锣密鼓“入坞”
建设阶段，预计于今年 8月底下水“出坞”，
随后将进行内装、设备系统调试和系泊试
验等工作，2019 年交船并开始“服役”。可
以期待，两条“雪龙”届时共同出动，中国极
地科考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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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陆地：建设新站加油干①空中：立体交叉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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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雪鹰12直升机在强风中把科考队员运至南极恩克斯堡岛新建站区 新华社记者 白国龙摄

雪
龙
号

（
新
华
社
发
）

唐立梅近影 （来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