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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言岛新站建设大力推进

在南极罗斯海特拉诺湾，有一个面积约 70平方公里
的岛，这里常年刮着六七级的大风。传说，曾有几名极
地探险家在此受困并挨过了整整一个严冬，历经了难以
言表的磨难，这里因此而得名“难言岛”。

虽然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但是该岛却是得天独厚的
科考热土。它所在罗斯海是南大洋深入南极洲的一个边
缘海，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之一，分布
着多座著名火山和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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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科考价值使得该地被确定为中国新的南极科
考站选址地。2017 年 2 月，中国第 33 次南极科考期间，
中国科考队员乘直升机登岛，进行了测绘制图、地形勘
探、地质调查、采集取样等作业，获得气压、温度、湿
度、太阳辐射等翔实数据，为新站建设做好了充分准
备。2018年初，第34次南极科考期间，搭建起临时卸货
码头，把建筑工程车辆和集装箱等运输到岛上目标区
域。科考队员经过连续 20多天施工，完成了新站奠基工

作并搭建了临时建筑，实现了发电、通信、海水淡化等
功能，为新站进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第 35次南极科考队员来说，继续推进新科考站建
设无疑是其开展的最大基础设施工程任务。为此，一方
面要完成从雪龙船上向岛上的建材转运任务，另一方面
要把去年运上岛的机械设备清理启动起来，进行现场施
工作业。

队员们利用一艘小艇和一个叫做“长江驳”的载货
平台接力运送，将水泥墩子和保暖管道等建材从雪龙号
上转运上岸。对去年运抵的施工机械，队员们首先要做
的是把它们从冰雪里挖出来，再使它们启动、运转起
来，之后开展施工作业。能源设施是南极新站建设的核
心工作之一，本次科考施工时，队员们给新站安装了一
台 10 千瓦风力发电机组，这是在南极特殊气候条件下，
新能源装备应用的一次重要实践，为中国南极科考站的
电力和能源供应探索新的可靠途径。

南极科考的时间窗口非常宝贵，建设新站的时间必
须争分夺秒。科考队员充分利用在岛上 20来天的停留时
间，加快建设进度，尽可能往前赶，为下一个阶段建设
奠定更好基础。根据规划，中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将于
2022年建成，届时规模将达5500平方米，可满足80人度

夏、30人越冬。

自主机场跑道测试性能良好

2018年12月，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在南极冰盖发
现了大面积蓝冰区。这里的蓝冰与数年前中国考察队曾
发现的季节性蓝冰不同，不夹杂雪层，质地坚硬，只要
通过冰面休整增加摩擦力，就适合修建机场跑道，建成
蓝冰机场。

目前，已经有数个蓝冰机场投入运行，显示出良好
的承载力、抗冲击性和稳定性，不仅能够服务于科考的
大型飞机起降，而且还接待过大型商业飞机。据报道，
2015 年 11 月底，一家冰岛航企的波音 757 飞机就成功降
落在蓝冰跑道上。

更值得惊喜的是，这片蓝冰区的具体位置距离中山
站只有 10多公里，如果中国将来能在此地建成起降大型
飞机的蓝冰机场，那么中国科考队和相关科考物资就可
以通过洲际航线，经由大洋洲国家或者南非直接抵达中
山站，将大大提高南极科考效率、后勤支撑和应急保障
能力。中国南极科考的空中支撑能力将显著增强。

发现大片蓝冰区是意外之喜，而建设起降大型飞机
的蓝冰机场是激动人心的远景目标，对于中国第 35次南
极科考队来说，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在中山站附近建设一
个适合雪橇飞机起降的雪面机场。这一任务曾被媒体广
泛报道为“中国将在南极建本国首个永久机场”。对此，第
35次南极科考队领队孙波表示，由于南极地区特殊的气候
和地面环境，那里的所谓机场与我们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规模很小，主要包括跑道等最基础的设施。他将此次雪面
机场建设形象地比喻为“给我国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 601
飞机安一个家”。他解释说，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
鹰 601投入使用后，让科考人员得以快速到达南极开展工
作，变革了中国南极考察支撑保障的模式，但是一直以来，
雪鹰601飞机利用国际共享的方式在中山站附近使用俄罗
斯机场，现在要为它建一个中国自主的雪面机场。

建设雪面机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南极茫茫无际的
万年雪野中开辟出雪面跑道，所谓“开辟”就是先把雪面修
得平整，然后再压实在，让雪橇飞机能在上面滑行。然而，
还要保持压实的雪面有一定摩擦力，飞机才能停下来，这
就要在雪面上做文章：雪地车拉着像爬犁一样的设备在雪
面上来回作业，让表面变得粗糙起来。

经过紧张施工，两条笔直、平行的雪面跑道修好
了。经过测试运行，完全可以满足雪鹰601飞机平稳起降
的要求。经此一役，中国在南极科考的自主空中交通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泰山站雪下工程建设积累新经验

在南极大陆腹地，东经76°58′、南纬73°51′，海拔
高度2600多米的冰架雪野上，凌空飞悬着一个飞碟状的建
筑，它主体颜色是中国红，中间临窗一带是靓丽的白色，顶
端五星红旗猎猎飘扬。这就是中国南极泰山站。2014年1
月，该站完成主体封顶，2月正式建成开站。

值得注意的是，泰山站作为南极科考夏季站，是中
国南极科考的重要枢纽，为在内陆冰盖最高点的昆仑站
的队员提供补给支撑作用。为进一步完善泰山站的基础
设施，增强其支撑保障能力，第 35次南极科考队承担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泰山站二期工程建设，完成该站
配套系统工程。

与主体工程圆环形外表、碟形结构和高架设计不
同，泰山站二期工程可谓是隐形工程，建在雪面之下。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该地区受下降风和周期性暴风雪
影响，地面建筑迎风面常常积雪严重，建在雪面之下，
可以化被动为主动，避免积雪造成的安全隐患，又可以
利用雪下恒温的特点减少温差过大带来的影响。

从现场拍摄的图片可以发现，泰山站主体结构下方
和一侧的雪被挖空或挖成深坑，红色外表模块状的设备
被吊运至深坑中并被拼接组装起来。雪下设施的主体是
能源配套设施，由13个标准集装箱箱体及12个非标集装
箱箱体组成，包含了新能源、发电、采暖、水处理、融
雪设施等。为提高施工进度，所有设施均采取模块化快
速组装方式。

防止渗漏是雪下施工的难题也是雪下设施日常维护
的关键。为此，雪下建筑采用定制集装箱模块拼装和双
层密封防水方式，有效解决了极寒环境中雪下建筑的保
温及防水密封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泰山站建设的供电系统。该站采用的
是风能—太阳能—柴油发电机—储能电池互补的智能微
电网供电系统。柴油发电和新能源系统并网运行，柴油
发电机可根据新能源供电量自动调整发电量，从而有效
地节约燃油消耗。为解决远程监控问题，泰山站使用了
一套无人值守能源试验系统，并进行了功能测试。在无
人值守情况下，该系统通过铱星通信实现远程监控及遥
控操作。

泰山站二期工程是中国首个南极雪下工程，所进行
的多项创新和积累的经验是中国极地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宝贵财富。

日前，工信部等 8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用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相关解读提出“对甲醇汽车依法依规
办理车辆登记上牌和安全技术检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和环保信息公开”。

在日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提出推动甲醇汽车发展的相关建议。早在2009年，李书福就首次提出“推广
甲醇燃料及甲醇汽车”，最近3年更是年年呼吁。此次意见的出台既是对以吉
利为代表的行业企业的回应，也在制造技术、甲醇燃料生产、相关标准、应
用监管等方面给出路线图，力求为发展明显滞后的甲醇汽车“破局”。

据资深汽车媒体人陈小兵介绍，甲醇汽车在我国的研发历史其实并不
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但此后由于国家政策层面的真空，甲醇汽车
从研究转化到生产环节进展缓慢，相关产业链发展滞后。2012年工信部启动
甲醇汽车试点工作，但此后一直处于试点阶段，相关制定法规、厘清标准等

工作进展缓慢。”
我国的资源条件有发展甲醇汽车的天然优势。《指导意见》出台背景中介

绍，我国富煤缺油少气，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对
外依存度较高，与此同时，甲醇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发展甲醇汽车有助于维
护能源安全和大气污染治理。

然而，当前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推广还没展开。这主要还
是因为对甲醇燃料抱有疑虑，政策支持不足，特别是对甲醇燃料性质的认识
不够科学、客观。从 2012年起，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山西、上海、陕西、
贵州、甘肃 5 省市展开甲醇汽车试点工作。为期近 5 年的五省市试点运行项
目，于2018年初全部通过验收，较为全面地验证了甲醇燃料的安全性、适用
性、环保性。

和其他清洁能源相比，甲醇燃料还有综合经济成本较低，使用便捷的明
显优势。甲醇燃料汽车和燃油车一样，在普通加注站就可以完成加注，甲醇
燃料能够利用现有的汽柴油加油站网络，只需要更换加注机即可。改造费用
支出相对较小，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目前，仅有少数汽车厂家涉足甲醇汽车研发和生产。作为国内少数具备
甲醇汽车整车生产资质的企业代表，李书福建议“科学地评价各种车用能源
的利弊……消除对甲醇燃料、甲醇汽车认识上的误区，建立良好的推广普及
环境”。

《指导意见》也要求有关地区积极为甲醇汽车应用创造条件，给予符合中
国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甲醇汽车排放限值要求的甲醇汽车购
买、运行等应用优惠政策。业内人士认为，《指导意见》从国家政策层面给发
展甲醇汽车打开了绿色通道，有助于产业和公众对甲醇汽车从无知到了解，
从疑虑到信任。在《指导意见》中提到的陕西省，其省会西安已相继推出甲
醇汽车不限号不限行、给予购车补贴、建设甲醇加注站等政策措施，积极推
动甲醇汽车的先行先试。

中国三大冰雪基建闪耀南极基建闪耀南极
本报记者 张保淑张保淑

历时 131 天、4 次穿越西风带、纵横 3 万余海里，
中国第 35次南极科考队近日回归上海码头。他们的归
来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而且激发了民众对
南极冰雪大陆更加浓厚的兴趣。

连日来，科考队员们陆续回到原来工作岗位，进
一步梳理总结此次科考和取得的成就：在东南极冰盖
开展航空地球物理遥感观测，在南大洋阿蒙森海开展
海洋综合调查，在西风带海域成功布放中国首套监测
浮标…… 这些“硬核”科考及获得的相关数据无疑
将中国南极科考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与科考成就相映生辉的是中国科考队在南极开展
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它们服务于中国南极科考事业
长远发展，有着重大价值和独特重要性。

甲醇汽车能否驶入快车道
崔 爽 刘 艳

近日，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中心小学开展“保水
质、描水字、庆水日”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们通过用蓝色描
绘“水”字、上护水知识课、江边捡垃圾等方式，培养爱水
护水意识，庆祝3月22日“世界水日”。 杨显有摄

描水字 庆水日描水字 庆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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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鹰601飞机飞过中国南极昆仑站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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