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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任重道远 磨砺成长

作为中国极地科考的“新兵”，通过常
规试航、刚刚交付的“雪龙 2”号接下来
还面临检验船上科考设备的科考试航和考
验极地航行能力的破冰试航。

据了解，“雪龙 2”号交付后，正式进
入中国极地考察序列，随后将开展船载科
考设备调试等工作，备战将于今年下半年
开展的中国第 36 次南极科考。届时，“雪
龙 2”号将与“雪龙”号一起组成阵容空
前的中国极地科考编队，共同奔赴南极，
极地科考中国Style将吸引世界目光，为人
类认识极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雪龙”也
将在科考实战中磨砺成长。

科技进步永无止境，中国极地科考事
业任重道远。“双龙探极”构建的极地科考
新格局是中国船舶工业科技进步和极地科
考事业发展的新起点。“雪龙2”号还未踏
上极地征途，吴刚团队的新使命已经开
始，他们被赋予了研制重型破冰船的任
务。这将是“雪龙 2”号升级版，在破冰
能力方面，可以凿破约 3 米厚的强冰，具
备极区全天候的航行能力。其研制成功将
意味着中国科考队员可实现不论冬夏、无
障碍进入极地。

为了给重型破冰船研制积累数据，吴
刚和团队在“雪龙 2”号建造阶段就已经
着手准备。他们在“雪龙2”号船体上布放了
百余个应力监测传感器，以便收集极地海冰
的数据，做到对相关情况的精细了解。不仅
要广泛搜集数据，而且还要实现相关理论和
技术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自主完成国际
先进水平重型破冰船研制的使命。

在“雪龙 2”号研制过程中，吴刚和
团队深刻体会到高端硬件装备不足之苦。
由于国内没有“冰池”，设计“雪龙2”号
时，所有相关试验都必须到国外做，不仅
耗时费力，而且还难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
进。他提出，重型破冰船研制要突破上述
制约因素，建造中国自己的“冰池”，这是
中国迈向造船强国必须突破的“瓶颈”。

双龙探极：极地科考中国 Style
本报记者 张保淑

7月11日，第15个中国航海日，第一艘国产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顺利交付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它将与“雪龙”号一起
构建起中国“双龙探极”新格局，实现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
力的新跨越。

“雪龙入海敢争锋，横斩波涛竖斩冰。放眼苍茫天尽处，汪洋极地任遨
行！”在“雪龙2”号交付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海洋学家陈大
可满怀欣喜之情写下这首七绝。在这个喜庆时刻，同样把欣喜之情付诸诗句
的还有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张海生。他信笔写道：“今日雪龙
出龙潭，冰刀雪剑只等闲。来日踏上征程路，扬我国威傲冰雪。”他们都曾
作为中国极地科考的首席科学家，挺进过极地冰雪世界，深刻认识到“雪龙
2”号“服役”和“双龙探极”格局对中国极地科考的重大意义。

①双向破冰 智能高效

作为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 2”
号最引人瞩目的性能指标首先体现在破
冰能力和科考能力上。据了解，“雪龙
2”号具有双向破冰能力，也就是说船
首、船尾均可破冰。具体来说，船首可
以在2节到3节航速连续破除1.5米厚冰
和0.2米厚的雪，较“雪龙”号以1.5节
的航速连续破除 0.8 米至 1 米厚的冰和
0.2 米厚的雪大幅提升。由于尾部螺旋
桨有水下削冰能力，其尾部的破冰能力
可达 20 米厚。值得一提的是，“雪龙
2”号船体可以 180 度转动，其船首难
以完成的破冰任务可以转由船尾代劳，
大大增强船在极地破冰的机动性。

“雪龙 2”号更强的科考能力主要
体现在“水密月池系统”创新设计上。
在船体正中间设计了一个用于科考作业
的方形月池，温盐深仪收放系统等科考
仪器设备可以从月池直接放入水中。这
改变了从船舷或船尾投放科考设备的传
统方式，避开了冰层干扰和露天环境的
影响。

更加智能化、人性化是 “雪龙
2”号的鲜明特征。一方面，该船加装
了智能机舱，可以对自身的运行状态进
行实时监控，对出现的故障进行自主诊
断，提高了运行效能。特别是遍布船壳
钢板的传感器则能对钢板进行全生命周
期监测，并提示钢板“疲劳”状况，以
便及时更换。另一方面，针对船上人员
的工作和生活起居做了很多人性化的设
计。比如，房间加热设施、窗户双层保
温、室内防滑处理、淡水的充足供给
等，让人们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更安
全、便捷、舒服。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提高科研效率、降低科学工作者的工作
强度和风险，该船进行了针对性设计，
比如，安装了水样自动化采集装置，彻
底改变了传统上人工手动采集的状况。

②联合设计 10年之功

适应极地科考需求，建造新的极地科考破冰船是中
国的一项夙愿。1984年 11月，中国科考队搭乘没有破冰
能力的“向阳红 10”号向南极勇敢进发，拉开了中国极
地科考的序幕。1994年 10月，一艘购自乌克兰的极地货
船完成改装并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任务，
这就是“雪龙”号。作为一艘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科考
船，“雪龙”号20多次赴南极执行科考任务，足迹遍布五
大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然而，作为一
艘改装货船，“雪龙”号破冰能力和科考保障能力有限，
远远无法满足中国极地科考需求。

2009 年 6 月，“雪龙 2”号极地科考船建设项目批准
立项，按照“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要求，选
择国内和国外在破冰科考方面最强的设计公司联合设
计，而其建造工作由中国公司自主完成。“雪龙 2”号总
设计师吴刚介绍说，选择中外联合设计出于两个方面的
考虑。一是高水平破冰船设计难度极高，国内在此方面
经验不足，为确保工程质量，需要寻找经验丰富的国际
合作伙伴；二是“冰池”是破冰船设计必须的硬件，而
国内没有，联合设计可以解决硬件设施不足的矛盾。通
过国际招标，最终选定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来和
中船集团七〇八所对“雪龙2”号进行联合设计。

2016 年底，新建极地破冰船在江南造船（集团）举行
开工点火仪式。该船被分解为 114个分段分别建造，然后

合成11个大分段，最终合拢拼装。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效
率，项目采用资源管理系统，对项目预算、采购程序、合同
管理、经费使用等进行全方位管控，特别是采用电脑建模
方式，先根据基本设计图纸完成全船建模，然后根据详细
设计进行修改，尽量提前解决连续建造阶段可能遇到的各
种工艺问题，减少浪费和返工，建造速度大大加快。 2018
年9月10日，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下水仪式举行，陈大可在仪式上将其命名为“雪龙2”号。

③扬帆东海 小试牛刀

2019年5月23日晚至24日上午，“雪龙2”号进行了
首次大考。来自建设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中国船级社、中船集团七〇八所和工程监理单位
的相关人员，对其开展倾斜试验。通过安放试验用压铁、
综合测试验现场风速等因素，检验船舶的重要技术参数，
经测定，“雪龙2”号重心和稳性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5 月 31 日开始，“雪龙 2”号扬帆起航向东海海域进
发，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试航。

相关试验严格按照 《极地科考破冰船航行试验大
纲》 的要求，对 46 个大系统和 200 多台套设备进行了试
航验收，最终圆满完成了计划测试内容，成功获取了”
雪龙2”号在海上实际航行的各项性能指标。具体项目包
括：船舶操纵性能试验、电力推进系统试验、无人机舱
和智能机舱试验、舱室振动噪声测量试验、水下辐射噪
声测量和部分科考系统和实验室功能等试验。

试航测试数据表明，“雪龙 2”号设计和建造非常成
功，其安全性、操纵性和环境舒适性全面达到并优于建设
目标要求，船舶主要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雪龙2”号在试航中的表现，吴刚大加赞赏，他
特别强调其在航行中表现出的优异性能。

一是航速。除了确保单台主机经济航速达到 12 节，
其最大航速可达到并突破18节。

二是灵活机动性。除了能够双向航行、原地回转、迅
速紧急停船外，“雪龙2”号还能在海上平移；能在15节航速
下，以不到200米的直径、小于20度的拐角，迅速掉头。

三是浮态控制。由于空船重量重心和浮态控制得
好，“雪龙 2”号实现了零压载水出港的完美配载，比原
定设计载荷多出约 420 吨。这意味着它可以运载更多货
物，如果用来装燃油，能使船的续航能力增加约 4800海
里，使得新船续航力接近2.5万海里。

“雪龙 2”号项目过了
整 整 10 年 ， 从 构 思 、 调
研，到联合设计和自主建
造，我和我的团队有幸全
程参与，每个人都伴随这
个 国 家 级 的 大 项 目 在 成
长，对我们和船东来说，
就像孕育一个新生儿，毫
无经验地怀胎 10 年，其中
的迷茫、艰辛、喜悦难以
用语言表达。

“雪龙 2”号的成功交
付也算是告慰每一个参与
方参与者、同时也借此感
谢一些中途因其它工作原
因离开但一直关注新船的
老领导老朋友。最后还要
告慰一下已逝的院士、引
领我走入这一特种船型设
计的导师张炳炎。

自1984年中国首次开展南极考察
以来，“向阳红 10”号、“极地”号、

“雪龙”号，先后乘风破浪遨游在风
雪南极。从开始的远洋科考船到改装
国外抗冰船，到今天的国产破冰船，
中国极地航行装备制造业一路砥砺前
行。曾经，依托“雪龙”号完成数十
次中国极地考察，打破船舶到达极区
最高纬度纪录，穿越东北航道、西北
航道、中央航道。

今天，“雪龙2”号的到来，将实
现“双龙探极”，中国极地考察体系
更加完备。

2015年，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
机“雪鹰601”首航，4年历练使我国
极地内陆航空实现零的突破，极地航
空的发展为中国南极考察注入新的活
力。期待未来“雪鹰”系列像“雪
龙”系列一样稳步发展。中国极地考
察必将为人类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
和利用极地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工程师程绪宇

“雪龙 2”号作为我国自主建造的新一代极地
科考破冰船，船舶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以现代船舶
的信息化需求为牵引，采用当今先进的信息网络
技术，为船舶管理、极区航行、科学调查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手段，也是“雪龙2”号作为现代化科
学调查船的重要标志之一。终于盼来“雪龙2”号
为我国极地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发挥其“大国重
器”作用的这一天！

——“雪龙2”号建设工程部信息网络负责
人汪大立

——“雪龙 2”号总
设计师吴刚

我们要为新船工程部点赞！这几年他们加了
多少个班，组织了多少次调研，参加了多少个会
议，审了多少张图纸，经历了多少次谈判，熬了
多少个夜。在建造现场，他们克服艰苦条件，日
夜巡查，敏锐发现问题，积极联系整改，严格验
收。他们的努力，为极地中心、为国家交出了一
艘了不起的大国重器，这是整个极地宝贵的财
富。期待“雪龙2”号与“雪龙”号一起“双龙
探极”！

——“雪龙”号大管轮程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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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2”号驾驶舱。

“雪龙2”号会议室。“雪龙2”号会议室。

“雪龙2”号二副邢豪介绍船上“水密月池系统”。

“雪龙2”号雄姿。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雪龙2”号实验师陈清满介绍船上的
科考集中控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