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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惠安县陈东龙烟杂店不慎遗失惠
安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0月 23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21MA3265TJ04,，许可证编
号：JY13505210062304，现声明作废。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
办公室副主任龙威介绍，我
国南极科考任务首次由 3
艘船保障，“雪龙”号和“雪
龙 2”号极地科考船从上海
出发，主要执行科学考察、
人员运送和后勤补给任务；

“天惠”轮货船从江苏张家
港出发，主要承担新科考站
建设物资运送任务。考察
队由来自国内 80余家单位
的460多人组成。

本次科考内容丰富。
中国第 40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张北辰
表示，考察队将围绕气候变
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
与反馈开展调查，依托“雪
龙”号和“雪龙 2”号船分别
在东南极普里兹湾、宇航员
海，西南极罗斯海、阿蒙森
海及南极半岛邻近海域开
展生物生态、水体环境、沉
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污染物
分布综合调查监测。

同时，考察队将依托昆
仑站、中山站、长城站开展生
态系统、近岸海洋环境、土壤
环境、地质环境、大气环境、
雪冰环境、空间环境综合调
查监测，深入研究南极在全

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此外，考察队还将开展

国际南极科学前沿领域合作
研究，实施与挪威、澳大利亚
等多国合作的恩德比地航空
调查任务，探究南极冰盖接
地带这一关键数据空白区域

的冰—海—基岩相互作用，
支持冰盖物质平衡的精确评
估和不稳定性研究。考察队
还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智
利等国的科考队员开展后勤
保障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40次南极科考出征

中国将在南极建新站

N新华 央视 科技日报 光明日报

11 月 1 日上午，由自然资源
部组织的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
察队搭乘3艘船出发，踏上为期5
个多月的科考征程。本次考察最
突出亮点是建设罗斯海新站。新
站是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第三
个常年考察站，是我国在南极的
第五个考察站，也是首个面向太
平洋扇区的考察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近年来，在越来越多先
进新装备的助力下，我国极
地科考事业已建立起“海陆
空”立体推进的格局。

在海上，破冰船作为
交通和承载工具，综合能
力不断提升。2019年7月，
继“雪龙”号之后，我国极
地科考队伍迎来第二艘破
冰船——“雪龙 2”号。当
年 10月，“雪龙 2”号与“雪
龙”号一起执行我国第 36
次南极科考任务，首次实
现“双龙探极”。

“雪龙 2”号是我国第
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也是世界上
首艘具备双向破冰能力的
破冰船。超强的破冰能
力，让更多的科考设施、补

给物资得以运入南极陆缘
冰区和南极大陆，许多过
去无法到达的海域如今也
可以进入。

在陆上，各类耐低温、
抗风的车辆装置组成陆上
车队，为物资运输、冰盖探
路等工作提供保障，光中
山站就有 30多辆车。“南极
2”号全地形车被工作人员
们称为“南极公交车”，控制
系统等核心部件100%国产
化。该车车体装配了像坦
克一样的履带，耐磨性高，
有水陆两栖的性能，在-
41℃的低温下也能启动。
车厢内装有空调系统和新
风系统，科研人员在户外
作业也不会挨冻。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在极地科

考中，中国元素越来越多，
装备类型越来越多，从车
辆到发电设备、到材料都
是由中国生产。我们还有
移动科考站，全部建在雪
橇上面，这是为南极专门
设计的装备，都是由中国
生产的。”

2017 年，我国首架极
地固定翼飞机“雪鹰 601”
加入了极地科考装备队
伍，自此极地考察开始迈
入“航空时代”，极大提升
了中国在极地开展科研、
运输和救援等工作的能
力。当年 1月，“雪鹰 601”
从中山站起飞，用时4个多
小时，抵达 1000 多公里外
的昆仑站。在此之前，科
考人员乘雪地车从中山站
前往昆仑站，需要近20天。

极地考察站是科学家
们开展工作的据点，也是
他们在极地的家。目前，
我国的6个极地科考站，分
别是南极的长城站、中山
站、昆仑站、泰山站和北极
的黄河站、与冰岛合作建
成的中-冰北极科学考察
站。这些考察站位于不同
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
科研用途。

中山站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是建筑面积达
5800平方米的永久性科考
基地，也是我国目前规模
最大的南极考察站。这里

如今像一个被白雪包围的
“小村镇”：包括综合科研
楼、越冬宿舍楼、主发电栋
等在内的建筑单体和设施
达20多个，蔬菜温室、直升
机停机坪、医疗室、健身房
等设施一应俱全。宿舍楼
装有先进的供暖设备，室
温常年保持 24℃。屋内配
备 24小时冷热水供应、网
络，给国内打电话也很方
便。蔬菜温室能抵御14级
强风，一楼种菜，每月可生
产60千克左右的新鲜瓜果
蔬菜，二楼玻璃连廊可通
行，在这里能欣赏到茫茫

白雪中的绿意。
得益于强大的基建

实力，目前长城站、中山
站等考察站都已颇具规
模。如今，南极考察站开
始向智能化、自动化迈
进。长城站海洋站的验
潮站与位于青岛的国家
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相
隔万里，但通过卫星，站
内的观测数据可以实时
传输至国内。北海预报
中心的工作人员坐在电
脑前就可实时查看长城
站无冰期的潮汐观测数
据，并完成实时监控。

神秘的极地，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地区，也是开展气象、陆地、海洋、生物
等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极地考察能力，彰显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与综合国力。

作为世界上少数能在极地独立开展考察并建立科考站的国家，中国自1984
年首次踏足南极起，于短短三十多年间，白手起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极地立体
监测体系，形成海陆空立体化格局，打造出“两船六站一基地”（两艘极地科考
船、六座极地科考站、一座国内基地）的极地考察保障格局，科学探测的深度和
广度也在不断拓展。

“建设罗斯海新站是本
次考察最突出的亮点。”龙
威表示，新站是新时代我国
建立的第一个常年考察站，
也是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
第三个常年考察站，是我国
在南极的第五个考察站。

据龙威介绍，新站位于
罗斯海沿岸区域，建筑面积
5244平方米，主体设计为南
十字星造型，设计理念源自
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用
来导航的南十字星。建成
后预计可容纳度夏队员 80

人，越冬队员 30人，计划用
于开展大气环境、海洋基础
环境、生物生态等多圈层、
多学科的观监测和科学研
究工作。

“从所处区域看，新站
具有岩石圈、冰冻圈、生物
圈、大气圈等典型自然地
理单元集中相互作用的特
征。”龙威认为，新站通过
开展海洋生态、海冰、冰
川、海平面、大气、地球物
理、高空大气物理等调查、
观测监测，将为评估南极

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提供
基础支撑。

此外，新站通过开展罗
斯海区域陆、海、冰川以及
干谷、横贯山脉等南极关键
内陆区域等多学科综合科
学调查，将为了解上述区域
自然特征提供支撑；与有关
国家一道对恩克斯堡岛南
极特别保护区进行管理、开
展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生态
监测，将为保护南极生态环
境作出贡献，为我国参与南
极国际治理提供支撑。

新考察站造型 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双龙”出海 首次由3艘船保障

极地科考的中国力量
□焦点

位于南极的“中国小镇”
智能化现代化兼备，生活、科研、医疗设施一应俱全

覆盖“海陆空”的立体保障
装备类型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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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2”号（前）与“雪龙”号（后）极地科考破冰船

11月1日，“天惠”轮货船驶离张家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