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臣
马 龙"船极区航行安全和作业

船舶概况

汪海浪

“雪龙”船是我国目前惟一专门从事极
地考察和后勤物资补给、人员运输的极地考

察破冰船，它是乌克兰赫尔松船厂于1993

年建造的一艘具有B1水级(CCS规范)破冰

能力的北极运输补给船。我国购进后对其进

行了改装，于1994年替代“极地”号考察

船承担极地考察任务，成为我国第三代极地

科学考察运输船舶。该船总长167m，型宽

22．6m，满载排水量21 250t，满载吃水9m，

配有1台主机(13 200kW)，最大航速17．9

节，设计破冰能力能在厚度为1．1m(加

20cm厚的雪)的连续海冰中以1．5节的航

速航行，船上原配有能容纳2架直升机的飞

行平台、直升机机库和附属配套设备。国家

海洋局于1994年、1995年进行了两次初步

改装，加装了部分科考实验室、实验仪器、

考察人员住舱以及站、船用油舱和淡水舱。

最大乘员由原来的55人增加到了128人

(含40名船员)，拥有200m2的物理海洋学、

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气象等科学调查实验

室，增添了部分科研设备，使“雪龙”船具

有了一定的海洋科学调查能力。

“霄龙”船历次完成极地考察任务的情况

自1994年首次执行中国第十一次南极

考察至今，“雪龙”船已先后完成了8次南

极考察和2次北极考察航行任务，为两站

(中山站、长城站)和790余名科考人员提

供了后勤保障和科考支撑，航程20．3万海

里。为两站补给燃料2 400t余，主、副食品

400t，物资、设备3 500t，从南极运回垃圾

1 200t。根据国际间极地考察合作需要，先

后为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运送南极

设备和运回垃圾，维护了我国在国际极地事

务中的形象，提升了影响力。先后有俄罗

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我

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科学家搭乘“雪龙”

船完成了极地考察工作。在船舶航行方面，

发现并实际启用了长城站、中山站的两个锚

地，积累了船舶冰区航行、西风带航行、破

冰操作等方面的航行经验，完成了北极海区

的航行。在历次考察航次停靠国内、外港口

期间，接待来船参观人员约4．5万名，扩大

了我国极地考察的影响。

“雪龙”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

是我国极区大洋科学考察作业平台和极地考

察主要运输工具。船体和主机系统良好，但

船上除部分装配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通

信、导航、自动化控制和大洋调查设备外，

均为前苏联80年代中期水平的产品，已不

能满足国际海事组织关于通信、导航、自动

化控制设备等的规范要求。“雪龙”船大洋

科考平台仅具备初步观测条件，缺少先进的

船载观测和分析手段，在海洋科学综合调查

能力上落后于国内先进水平，更难与国际大

型合作研究计划的要求接轨，不能满足我国

对极区海洋科学综合考察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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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船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雪龙”船装备的主要控制系统和

导航系统已不能满足国际海事局的要求，存

在着安全隐患，必须进行更新改造。“雪龙”

船配备的调查和实验设备已使用多年，高新

技术含量不高，后勤运输设备陈旧，已不能

满足极地考察的需要。有些涉及船舶航行安

全保障的控制设备早已被升级产品所替代，

在国内外难以解决现有设备的维修和零配件

的供应，亟需配置与国内、国际通行的设

备，解决船舶的安全保障问题。有些机电设

备，尤其是电器和电子设备可靠性较差。淡

水储存量供应严重不足；污水处理能力不

够；人员的生活设施不足。随着国际海事组

织(IMO)对船舶安全、防污染要求的不断

提高，对《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 《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

国际公约》(STCW)等公约的1995年修正

案的通过和实施，“雪龙”船的防污染设备、

通信设备、导航设备、机舱设备、控制系

统、报警系统必须进行适应性改装和新增。

“雪龙”船科学实验室、现场考察手段

和SE．作条件存在着设备落后、系统性差的问

题，严重制约着极地现场考察计划实施。随

着我国极地考察工作的不断深入，国际交流

日益扩大，科考现场作业和保障要求也在同

步提高。要保证我国极地考察总体目标的实

现，必须x,-J“雪龙”船的实验室进行更新，

增加观测、实验设备。

在极地考察中，直升机是保障冰区安全

航行和科学考察的高效率先进运载手段。在

海冰状况严重时，直升机甚至是惟一的有效

运载工具，在遇险应急中更是如此。目前，

我国极地考察中使用直升机的程度很低，大

多数是依赖其他国家考察队的无偿支援或象

征性租用，缺乏主动权。此外，船舶的其他

后勤-T-段严重不足，影响了航行计划的实

施。负责船、站间运输的船载小艇亦已严重

老化亟待更新。

由于以上诸因素，“雪龙”船现有条件

60 2004年第5期

已不能完全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规则对船舶安

全可靠性的要求和我国极地考察事业发展的

需要，亟待在“十五”期间进行进一步的

更新和完善，使“雪龙”船成为我国极地

考察工作中安全可靠并能与极地考察总体水

平相适应的后勤保障平台。

“雷龙”船能力建设的目标

通过更新改造，更换部分可靠性较差和

已经停产的设备及系统，对部分设备的自动

控制和监视系统进行适当的更新，使“雪

龙”船在国际极地考察船中处于较先进船舶

的行列，以满足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发展的需

要。

更新内容主要围绕“雪龙”船安全控

制系统、极区海洋、大气科学调查系统、提

高船舶和船载后勤支持手段的保障能力和引

进国际先进的船舶管理系统，使极地考察船

舶管理现代化，与国际先进的船舶管理系统

接轨。

“譬龙”船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项 目 内 容

更新和改造部分 1．船舶推进系统改造

2．船舶管路系统

3．船舶通信和网络系统

4．船舶污水处理设备

5．船舶供水系统设备

6．船舶生活区条件改造

7．船舶实验室环境条件改造

新增、扩建和添置部分 1．新增配置随船直升机(2架)

2．考察站补给储油仓

3．考察必需的仪器设备等

4．扩建调查作业实验室(280m：)

船舶和船载后勤支持系统的增装和更新

1．配备船栽直升机

恢复“雪龙”船原有的包括机库、航

空煤油舱和航空指挥控制的直升机支持系

统，提高“雪龙”船使用直升机作业的安

全性、规范性和效率，最大限度地消除飞行

作业的不安全隐患。

配备直升机将极大地提高我国考察队在

   



极地地区的现场作业能力和野外考察能力，

增强考察人员和物资运送、救生的能力。此

外，在极地的冰区航行中，结合高分辨率卫

星云图的大范围冰情，利用直升机寻找冰中

航道，对船舶的航行安全、避免船舶的绕航

将提供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需配置2架直

升机，其中1架为中型直升机，1架为小型

直升机。

2．增加考察站补给储油舱

“雪龙”船现有重油2 613m3、轻油1 278m3、

航空煤油230m3的油料储存舱容。每次极地

考察任务消耗燃油2 400t左右，向长城、中

山两站提供燃油600t，航行必备应急储备燃

油不足，极大地影响了船舶的安全机动和任

务的完成。因此，建议现有船舶的适当位置

改装一个能储存600t燃油的油舱，以保证

船舶用油和极地两站使用燃料。

3．更新船舶内部生活区

“雪龙”船投人使用6年来，已经逐步

成为国际南极考察活动中的知名考察船，除

承担着我国极地考察任务外，还经常执行国

际合作考察，接待考察期间国际考察站、船

之间的参观、互访。实验室和科考人员活动

场所严重不足，现有设施标准过低，与国际

上其他著名极地科考船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

距。随着我国极地考察的发展，这一缺陷已

严重制约了“雪龙”船极地科考和后勤保障

功能的发挥，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极地考察在

国际中的形象。因此，计划对原功能区重新

规划和分割，增加一个200～300m：的学术

交流多功能厅，更新船上实验室、考察队员

住房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布局，重点提高内舾

装水平，使“雪龙”船能真正代表和展示

我国的综合圜力和技术水平。

4．更换卸货作业艇、作业工具

配置作业小艇，使“雪龙”船与两站

之间形成功能完整的接力式运输系统，并能

兼带承担冰区、海湾调查作业。配备大马力

的橡皮艇，用于在低潮时、浅水区等运送人

员、急用物资、岸边考察作业。

配备雪地摩托车，是船舶到达考察站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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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海冰区漂泊作业期间的冰上快速轻型交

通工具。

鉴于南极物资的量小类多，包装规格多

样，为充分利用“雪龙”船具有的滚装功

能，提高运输效率，应配备2台船舶装运物

资专用特种车。

实验室和大洋现场调查手段的

更新配套工程

“雪龙”船原设计为北极运输补给船，

后进行了初步改装，建成了约200m：实验

室。但随着极地考察工作的不断深人和更多

学科的介入，现有的实验室已无法满足科考

项目的要求。为此，拟在中前部再增加

200mz实验作业面积，尾部再增加80mz作业

面积。

在总体科学调查能力上，应着重加强

“雪龙”船的走航自动化、剖面化观测以及

测区全深度观测；改善甲板设备，适当扩大

实验室工作面积，实现海上科学观测、调查

作业能力的整体提高。

通过更新，使“雪龙”船达到满足极

区海洋学和海、气、冰相互作用的综合调查

的需要，除完成我国极地海洋考察任务外，

应具备承担大型国际南北极海洋科学考察和

相关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任务的能力。更新

后能满足25位海洋调查人员在船上开展212

作。现场作业专业领域应包括：物理海洋

学、化学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

学、气象学和与两极海冰区相关的学科。使

“雪龙”船具备基本环境参数自动化观测和

联网共享的能力，多数调查参数实现自动观

测和计算机数据采集，为实现现场数据处理

提供可能条件。调查设备的配备应与国际接

轨，最大限度地改善过去由于硬件条件不足

给科学调查造成的现场考察效益率低和航次

资源的巨大浪费，根除对南大洋海洋科学发

展的基础条件限制，提高我国极区大洋调查

和全球变化研究的支撑能力，同时为大型国

际合作研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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