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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极地科考无疑是一国综合科技能力的集
中体现，拥有先进的科考装备制造能力是推进极地科考取得更大成就和
突破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国在海洋科技和海工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了
长足进步，为中国极地科考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第九次北极科考期
间，一件重要的中国海洋科技装备闪亮登场，完成了极地科考实战首

秀。它就是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6329米下潜深度纪录的“海翼号”
水下滑翔机。

7月28日5时23分，在白令海公海区域，考察队员把“海翼号”水
下滑翔机缓缓送入海中。它缓缓游动，没入深海，了无踪迹。当然了，
它并不是茫无目标地在深海中乱窜，而是根据给予的指令，一刻不停地
工作。它通过调节自身浮力和姿态，在水中滑行，沿着类似一个个大型

“V”字的轨迹，在水面到水下 1000 米处之间往复运动，在此过程中，
观测监测从表层到1000米深度处的海洋剖面，并将相关观测数据通过卫
星传输回国内。1 个多月后，“海翼号”完成了使命，成功回收。据测
算，期间，它在水下自主航行了 500海里，获取了 229个温度、盐度剖
面，成功实现对白令海海盆和陆坡区连续、高密度观测。

对“海翼号”在白令海的探测，魏泽勋表示，白令海是太平洋和北
冰洋海水交换的必由之路，“海翼号”得到的相关数据将对研究北冰洋
动力环境和水文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白令海峡作为“冰上丝路”的枢
纽，“海翼号”在此海域的探测信息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数据，对将“冰
上丝路”建设成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水道”具有很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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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次北极科考均以科学项目调查为主，第8次北极科考
在业务化调查方面进行了尝试，而此次考察则是把业务化调
查和科学项目调查进一步紧密结合，推动国家北极海域观监
测网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魏泽勋这样概
括第九次北极科考的显著特点。作为本次科考的首席科学
家，魏泽勋率领科考团队对预定北极目标区域进行了重点考
察。具体来说，科考团队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和北冰洋中心
区域等，进行了业务化调查，对海洋水文与气象、海冰、海
洋地质、地球物理等环境要素的分布特征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知，为北极地区环境气候等综合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总结本次科考的成就时，科考队领队朱建钢强调，本次
科考虽然只有 69天，是历次北极科考中时间最短的，但创下
了新的纪录，即实施了 88 个海洋综合站位和 10 个冰站的考
察，冰站数量、冰基浮标以及锚碇观测平台的布放量均为历
次北极考察之最。这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国北极科考的重点
正在转向打造北极观监测网络、构建国家极地业务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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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一直以来是中国北极科考的任务之一，尤其对于第九次北极科考团
队来说，这项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什么是“无人冰站”呢？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海洋学研究室主
任何剑锋介绍，“无人冰站”是一个形象说法，是简称，其全称是“北极
海—冰—气无人冰站观测系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中“极地环境观测/探测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的研发课题之一。这类
观测系统的特点是适应北极极端环境，实现无人值守，自主运行。其采
集的数据通过卫星自动传回国内，系统由大气边界层观测子系统 （气象
塔），冰上主浮标 （海冰观测子系统）、副浮标 （上层海洋固定层位观测
子系统） 以及拖曳式海洋剖面观测仪等4个子系统组成。

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在北极建设无人值守的观测设备和“冰站”其实并
不是新鲜事物。据报道，早在2008年，中国科考团队就开始在北极地区建
设通过卫星传输资料的自动气象观测站。2016年，第七次北极科考期间，
中国科学家曾建了6个短期“冰站”、1个长期“冰站”。然而，与以往相比，本
次科考中建立的“冰站”的看点是首次布放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观测监测
系统，实现对北极地区海洋、海冰、大气3个界面多个环境参数的连续观测
和监测，获取完整的海冰生长消融过程中气-海-冰相互作用的数据。

自主研发无人值守的冰站系统不易，在冰上安装布放也很困难。由
于气候变暖，北半球夏季的北极海冰大面积消融，而建立冰站必须尽可
能选择面积较大、较坚固的海冰，这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遴选。
这时，“雪龙号”上的船载直升机就派上用场，升空盘旋，仔细来回侦
察，选择那些面积和厚度较大、裂隙较少的海冰。选定海冰之后，接着
就是转运设备和施工，虽然是北极的夏季，但是冰面上不仅异常寒冷，
而且天气多变，往往是狂风、大雪、浓雾接踵而至。施工队员克服重重
困难，终于把设备安装到位并进行了成功测试。

新华社伦敦10月15日电（记者张代蕾） 英
国伯明翰大学15日宣布，从2019年开始接受中
国高考成绩，由此成为英国顶尖高校联盟“罗
素集团”中第一个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院校。

伯明翰大学发言人说，中国高考成绩已被
越来越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大陆
国家的院校认可，伯明翰大学将从明年开始接
受高考成绩均分 80分 （折算成百分制） 以上并
满足其他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的高素质学生。

伯明翰大学校长伊斯特伍德说：“我们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到伯明翰大学学习，而中
国学生是我们教学和科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们接受高考这一严谨而重要的评估考试
方式，将为最优秀、最勤奋的中国学生提供丰
富的教学和研究机会。我期待并欢迎这些有雄
心壮志的学生们来到伯明翰大学。”

伯明翰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弗兰普顿说，
伯明翰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悠久，最著
名的校友包括中国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我
很高兴看到伯明翰大学认可高考成绩。这一举
措将会让最优秀的中国学生直接进入我校本科
课程的第一年，并有机会体验这所世界百强大
学的治学理念。”

由于英国高中阶段课程设置和中国有区
别，英国高校目前普遍不直接认可中国高考成
绩。中国考生想入读英国高校本科课程，必须
先读一年或半年的预科课程。

而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后，明年参加中国高
考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成绩达到伯明翰大学的入
学要求，可以申请直接入读该校本科学位课
程，无需再上预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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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新华社发）中国“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新华社发）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安徽省巢湖市康乐幼儿园开展“热爱劳动、珍惜
粮食”教育活动。图为孩子们在活动上认识蔬果。

马丰成摄

历时69天，纵横1.25万海里。近日，“雪龙
号”船载着中国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回到上海
基地码头。本次科考完成了哪些主要任务？与之
前进行的北极科考相比，本次科考有哪些特点？
将对认识北极起到哪些推进作用？这些无疑是人
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本报电（记者孙亚慧） 日前，由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和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纪念
钱学森《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发
表 40 周年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
集成管理》研讨会在北京科学出版社举行，
与会的学者、专家就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
在水利水电工程上的实践应用展开了热烈
讨论。

1978 年 9 月 27 日，钱学森在 《文汇
报》 上发表了题为 《组织管理的技术——
系统工程》 的文章，首次在实践与理论层
面对系统工程理论进行了清晰梳理，并开
创了系统学这一新兴学科。而今，历经 40
年的推广应用和发展，系统工程理论已渗
透到社会各行各业，影响深远。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中国系统工程
学会原副理事长徐玖平所著 《大型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 一书进行了深
入交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原副
所长于景元指出，钱学森 《组织管理的技
术——系统工程》 一文的重要基础是“两
弹一星”工程，工程中既有科学层次的理
论问题要解决，也有技术层次的信息开发
及功能层次上的产品问题。以水利水电工
程要建水电站，类比于“两弹一星”要造
导弹、原子弹，是徐玖平团队的观念创
新。“水利水电的系统思想也可转用到流域
管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袁国林说，“实现流域管理、水电站、防
洪、水资源利用等几方面的效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