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将建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

本刊特约记者

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已于2008年10月20日

从上海出发，启程前往南极执行南极内陆站建设

和考察、中山站改造建设以及南大洋科学考察等

任务。

第25次南极考察正值第四个国际极地年期

间，此次考察的重点任务包括：在南极内陆冰盖

的最高点冰穹A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

站，这也是我国继在南极建立长城站和中山站以

来，建立的第三个南极考察站，预计2009年1月底

前完成建站任务，它标志着我国的南极考察实现

从南极大陆边缘地区向南极内陆关键地区的跨越

式发展。南极中山站的改造建设任务也是此次考

察队的重点，作为极地考察“十五”能力建设项

目的关键之一，此项改造任务的完成，将大大提

升中山站的科学考察能力，并将作为新建南极内

陆站的前方保障基地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南极

长城站、中山站的后勤支援保障任务也将按计划

实施。

同时，根据围际极地年中国行动计划的安

排，第25次南极考察队还将按计划组织实施45项

科学考察工作。

经专家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南极内

陆考察站的位置确定为：南纬80。25’Ol”，东经

77。06’58”。高程4 087米，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

高点冰穹A西南方向约7．3千米。经过面向全国的

征集，由专家委员会筛选评议并经国家海洋局批

准，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正式命名为“中国

南极昆仑站”。

10月16日，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有关信息进行了发布，并由出席的专家和领导回

答了与会记者的提问。

记者：中国在南极已经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

站，为何此次又在南极内陆建设昆仑站，以及昆

仑站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昆仑站建成后将会

开展哪些科研活动，其重大意义是什么；中国第

25次南极考察队在人员组成、考察任务和航行线

路上与以往科考队相比具有哪些特点。

曲探宙(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

任)：中国在南极已经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两

个考察站，但它们都位于南极大陆边缘地带，严

格来讲只有中山站在地理意义上的南极圈以内。

我国自1984年进行首次南极考察至今已近25年，

其间世界各国对于南极地区的考察正在不断深

入，在我国之前已有6个国家在南极内陆建立了5

个考察站，且选择的都是南极地区的关键位置，

如美国在南极点建立了阿蒙森一斯科特站，此外还

有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和俄罗斯。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准备，并在国

家投入力度加大的支持下，目前已经具备了向南

极内陆纵深考察的条件。在南极内陆建立考察站

需要专家的反复论证，从而选择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的制高点，使其既能显示我国向南极地区纵深

考察的能力，同时又能在科学考察内容方面有所

突破，而最终我们选定了其他国家尚未能到达的

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A地区。

首先，冰穹A地区相对较平滑，冰盖厚度较

深，在这个区域进行冰心钻探可以获得地球环境

100万～150万年前的信息，从中揭示地球环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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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年以来的变化规律，从而为探求目前普遍

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帮助。世界上许多

专家对此十分向往，却尚未能到达这一地区，也

就无法得到相关的宝贵资料。而由于冰心钻探并

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因此必须要有考察站的支

持，才能进行长期作业。其次，经过科学家的论

证发现，在冰穹A地区进行天文观测，其效果相

当于在太空站进行观测，其大气透视率效果非常

好，是地球表面最理想的天文观测区域，因此我

们也将在这里进行对于如暗物质等的观测；同

时，该地区也是地球表面不易受大气沉降影响的

地区，这对于了解该地区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十

分有利；此外，自人类在地球表面开展气象观测

以来，曾经在俄罗斯的东方站观测到零下89．2。C的

气温j而根据我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的考察和对

冰心钻探情况的分析，冰穹A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

俄罗斯东方站的年平均温度还要低，因此在该地

区将很有可能观测到新的极端温度。以上这些情

况都能够揭示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系统过程，

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参考价值，我们将对这些问

题逐渐地开展测绘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

此次建立的考察站还只是夏季站，从能量和物资

储备到今后的保障、救援和运输等方面条件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我们期待通过未来五到十年的建

设，使其达到常年工作站的水平。我国南极内陆

站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对南极考察的能力得到进

一步的提升，并在从考察大国向考察强国转变的

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且对于今后在冰穹A地

区深入开展科学考察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都奠定

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是在第四个国际极地

年期间，中国在南极考察历史上留给人类的最重

要的物质财富，其意义在未来会更加突出。

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与以往相比，其特点

在于考察任务和建站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而条

件非常有限。此次内陆考察队的物资运输量相当

大。将有12辆雪地车投人工作，执行600多吨建站

物资的运输任务，且必须按照预定计划在冬天来

临之前完成任务，因此此次“雪龙”号仅仅执行

中山站一站的工作任务，即奔赴中山站所在的东

南极地区的考察人员和内陆站的建站人员将搭乘

“雪龙”号前往，而奔赴长城站的考察人员将搭

乘飞机前往。从航线上来讲，此次考察队从上海

出发后，首先到达韩国的济州岛接上韩国的直升

机组，然后前往澳大利亚，进行短暂停留后前往

我国南极考察站；在完成第一批队员和物资的接

运任务后，将返回澳大利亚，运送剩余的第二批

人员和物资，之后再次前往南极站。此外，为了

庆祝此次南极内陆站的建设成功，国家海洋局还

将组建代表团前往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A地

区为昆仑站举行落成典礼；代表团将乘飞机到达

澳大利亚，由“雪龙’’号前往澳大利亚的凯西站

进行迎接，这也是本次考察的重要任务之一。

杨惠根(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党委

书记兼首席科学家，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

在人员组成方面，第25次南极考察队由204人组

成，其中中方人员197人，韩国的直升机机组人员

6人，比利时的极地考察记者1人，女队员12人。

其中在长城站和中山站进行越冬考察的分别有12

人和17人，进行组织管理和随队调研协调工作的

有18人，内陆考察的有28人，等等。此次参加考

察的队员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19岁。涉及包

括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气象

局和中国测绘局五个部委，同时还有中铁建工集

团和上海宝钢集团两家企业，他们将分别参与长

城站和中山站的改造工程以及南极内陆站的建站

工程。

记者：许多国家对北极的领土有一定的要求

和主张，请问南极地区目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以及中国未来在这方面有何打算。

曲探宙：这是大家普遍关注并且比较敏感的

话题。历史上曾经有7个国家对南极的部分领土提

出过主张，鉴于此，1959年由12个国家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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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极条约》。《南极条约》的核心就是暂时

搁置南极领土的主权主张要求，主张人类共同和

平利用南极。最近一些国家违背《南极条约》的

精神，对南极大陆架等区域提出主张要求，但这

种行为并不被国际社会所支持。中国从首次进行

南极考察开始，一直遵循邓小平同志“为人类和

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的原则，从未提出过对南

极领土的主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们仍然会高举“科学考察”的大旗，对南极地区

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北极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其大陆部分已被“北极八国”划分完毕，但也存

在一些权利争夺；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八国”之

一，但自首次进行北极考察以及在北极地区建立

考察站以来，也积极参与北极地区事务，为倡导

各国公平合理利用北极地区资源而努力。

记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25年以来从长城站

到中山站。再到此次的昆仑站，可以说程度上不

断纵深，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请问我国下一

步的更长远的计3t,j包括哪些。

曲探宙：中国的极地考察已走过了将近25年

的历史，考察能力的提升也是与我国的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相联系的，今后我们还将重点在提

高科学考察的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长期以来，

极地考察科研工作在物质保障和供应渠道方面还

比较缺乏，许多珍贵的现场样品和资料在获取回．

国以后却因经费问题而无法得到深度的分析，因

此在研究成果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随着我国考察内容和考察范围的不断扩展和

延伸，对于后勤保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昆

仑站建成以后还将依靠雪地车从中山站出发运送

物资，但尚不能迅速地组织救援，这也限制了考

察工作的开展。目前“雪龙”号是我国唯一一艘

开展南北极考察的船只，9月刚刚结束北极科考

的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要承担第25次

南极考察的任务，因此对于今后同时开展南极和

北极的考察，我们仍面临着很大困难。“雪龙”

号是我国从俄罗斯购买的集装箱货运船经改造而

成，其科学考察的能力相对较差。在此次内陆站

的建设项目当中，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我们增加

一架固定飞机，主要承担南极大陆的飞行考察任

务。今后，为了扩大考察范围，增加考察科目，

从而使一些科研项目能够保持连续地开展，我们

在能力建设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的极地考察工作并不与其他国家相互比

较，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在极地考察研究方面的

需求和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做好我们的

工作，使之能够延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记者：此次在南极内陆建设考察站与以往建

站有何不同，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秦为稼(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

副书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在南

极地区于1984年建立长城站，于1989年建立中山

站，这两个考察站依托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它

们分别位于岛上和海边。此次建站是在南极内陆

的冰穹A地区。距离中山站大约1 200千米的路程，

因此除运输船以外还需要庞大的车队来共同完成

物资运输任务。我们组织了一个将要运送600多吨

物资的车队，从中山站出发运送到冰穹A地区。据

计算，车队队伍出发时长度约为2千米，场面将非

常壮观。类似规模的考察行动在国际上也是比较

罕见的。据我们了解，只是由法国、意大利及一

些欧洲国家参与的在冰穹C地区的建站活动中才有

如此大的规模。

李院生(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内陆冰盖

队队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冰川室主任、研究

员)：南极内陆地区冰盖厚度较大，队员主要面

临着高原气候和环境的挑战；同时，在该地区进

行各项观测工作也有一定的难度。

曲探宙：我再补充一点，此次内陆站建设任

务的目标是在南极地区搭建平台，为今后的考察

和科研奠定基础。冰穹A地区对我们队员的最大

考验是高寒和低氧，此次我国内陆考察队队员全

·68· 海洋开发与管理

 

 



部经过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的适应性训练，同时

我们还专门配备了具有高原病防治经验的医生。

第21次南极考察队中就出现过队员产生急性高原

反应的情况，由美国及时实施了救援，因此为避

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次我们也作了周密的准

备。由于冰穹A地区可能出现极端最低温度，尽管

我们此次到达时正值南极的夏天，那里的气温也

是相当低的，因此无论考察行动还是建站行动对

于队员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很大的挑战。今后我们

在队员的选拔上也会不断地取得宝贵经验，从而

保障考察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此次考察中会有改造建设中山站的任

务，请问该项任务是对中山站进行全部的改造建

设还是专门针对南极内陆考察站的建设而开展；

另外。此次建设的南极内陆站的使用寿命如何。

秦为稼：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除在南极内

陆建站的任务之外还有完成长城站和中山站的改

造收尾工作。中山站的改造建设任务面临的工程

量是3 800平方米的建筑施工，我们在去年已经完

成建筑物的基础工程，今年要把其上部结构以及

整个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累，目前

中山站的建筑面积在2 700平方米左右，也就是说

此次我们的新建规模比现有规模还要大，因此工程

任务十分艰巨。第25次南极考察队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物资运输量极大。据目前统计，全队物资运输

量在9 000立方米左右。完成此次改造建设任务以

后，中山站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能够和世界

发达国家的考察站相媲美。改造修建任务不是针对

建立内陆站而开展的，而是极地考察“十五”能力

建设的关键部分之一；关于内陆站我们另有相关建

设计划，将在明年和2010年进行。

20世纪考察站的设施具有轻型化和临时化的

特点，从20世纪末开始，考察站的建设开始出现工

业化倾向。我国考察站的建设规划在建筑的规模和

质量上也适当考虑到长期使用的需求，如中山站目

前计划的使用寿命在20年左右，而昆仑站则在10年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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