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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白雪皑皑的神秘王国，冰

封千里的冰雪世界，探险家们梦寐

以求的圣地。作为地球上最寒冷的

冰雪天险，人类涉足南极的历史不

过一百余年。随着人们对南极大陆了

解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南极地区

是地球上具有独特地理环境、丰富物

质资源、重要科学价值与特殊战略

地位的区域，对南极地区的探索从

探险时代进入到了科学考察新时代。

2021年 9月 27日下午，由科技

部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

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第 53期科学咖啡馆活动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主持人为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主讲

嘉宾为中国海洋学会党委委员、常

任理事曲探宙。本期沙龙活动以

“我国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回顾与展

望”为主题，曲探宙回顾自己多次

前往南极科考的难忘经历，讲述我

国南极科考的历程，并展望了南极

科考的未来。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南极，地理上定义为南纬66°33′

以内的区域。南极洲的面积居世界

第五位，整个大陆被厚厚的冰盖所

覆盖。寒冰之下，南极洲也拥有着

丰饶富足的资源。例如，南极大陆

内拥有 220 余种油气和矿产资源，

冰盖之中储藏着地球表面 70%以上

的淡水，南大洋中生物种群同样丰

富多彩。历史上，曾有 7个国家对

南极洲正式提出了领土要求，多个

国家曾觊觎南极的领土。直到 1959

年，随着《南极条约》的签署，人

类才搁置了争议，转而提倡和平利

用南极，保护南极环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加入了

国际南极科考“探险队”。1981 年

5 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我国的南极事务有

了专门的政府机构统一组织管理。

同年，两位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

便随队前往南极，成为最早登陆南

极的中国人。1983年，我国正式加

入《南极条约》。1985年2月，我国

在西南极地区建起了我国第一个南

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这一

年，我国成为《南极条

约》协商国，并同时成为

南极科学委员会和南极局

局长理事会成员，相当于

拥有了一张进入南极区域

的“门票”。

自此，我国对南极的

科考进入了快车道。继长

城站之后，1989年，我国

第五次南极考察队又在东南极地区

建立起了我国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

站——“中山站”。中山站的建立标

志着我国南极科考从圈外半岛向南

极圈内的一次跨越。进入 21 世纪

后，我国多次委派科考队对南极洲

的制高点冰穹 A 地区进发，并于

2009年在冰穹A地区成功完成“昆

仑站”一期建设任务。这是一个划

时代的进步。2014年，我国第四个

南极科学考察站，也是第二个南极

内陆冰盖科学考察站——“泰山

站”，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泰山站为

我国持续深入开展内陆冰盖区域科

学考察搭建了重要的基础平台，也

同时担负起了由中山站到昆仑站之

间重要的中继站功能。

南极科考的中国方案

历经30年发展，我国在南极地

区从实质性进入到实质性存在的格

曲探宙主题报告现场

“为了你在乎的东西值得冒险”。

——《南极大冒险》

南极往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
事业回顾与展望”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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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已经形成。自从中国加入《南极

条约》以来，我国积极组织及参加

南极的国际活动，取得了有目共睹

的成就。2007 年，我国首次参加

“极地年”活动便制定并实施了国际

极地年中国计划，提倡建立南极自

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加强对人

类开展南极活动的管理，合理开发

利用南极资源，有效保护南极环

境，有效利用南极地区特殊的地理

自然环境深入开展多学科、多领域

的科学研究。这些已然成为势在必

行的发展趋势。

至今为止，我国已经组织实施

了37次南极考察，组建成立了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包括由我国自主设

计的“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

在内，我国极地科考队伍已经十分

壮大。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

机、雪地车队等交通工具的横空出

世，以及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高

新技术的进一步实践，为我国的极

地科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更多的

便利。

我国的南极科考工作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是

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南极考察工作也是展现我国

综合国力、科学考察研究水平和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此，曲探

宙认为，要尽快制定我国南极科学

考察事业未来发展战略规划，进一

步增强基础能力建设，继续深入广

泛开展南极领域国家间战略合作，

并深入开展南极科学考察研究，使

我国快速由南极考察大国向南极考

察强国迈进。

南极科考的往事与未来

曲探宙用一场精彩的报告，将

南极美丽的风貌一一展现，将我国

的南极科考事业娓娓道来，引发了

在场各位嘉宾的热烈讨论。南极对

于大多数听众而言依旧神秘，因

此，大家对南极的点滴十分感兴趣。

我国南极科考历经 40年，4座

科考站成为大家关心的重点。来自

文献情报中心的胡卉提问：“中国科

考站名字的背后有什么渊源？”来自

气象出版社的邵华提问：“各科考站

分别有什么作用？” 曲探宙说道，

长城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因

此最初登陆南极时用长城命名。昆

仑山脉是整座山脉都处于中国内陆

的最高山脉，而该科考站又建设在

南极冰盖的最高点冰穹 A，于是，

经全国征名后，我们就有了昆仑

站。科考站的常规任务包括气象观

测、海冰观测、生物观测、冰盖活

动观测等等，各站是有不同侧重

的。例如，长城站建于半岛之上，

更适合以海洋和生物观测为主，而

昆仑站建在冰盖的制高点，不仅可

以通过冰芯钻探来研究读取地球表

面100—150万年的环境信息，同时

对天文观测具有独特价值。

来自知识产权出版社

的高志方提问：“为何先

建设难度更大的昆仑站，

而后才建设中继的泰山

站？”曲探宙讲道，在南

极建站都是有战略定位意

义的，例如，美国是在南

极点附近建站，俄罗斯在

南极冰点建站，法国在南

磁极建站。只有冰穹A地区，当时

没有国家抢占，而南极制高点的战

略意义非凡，因此我们首先在此建

设了昆仑站。

企鹅作为南极最有代表性的生

物，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

论。来自科技日报社的记者孙瑜提

问：“你在南极时是否有和企鹅互动

的经历？人类与企鹅的接触有什么

限制？”来自地质出版社的王章俊提

问：“南极大约有多少企鹅？除企鹅

之外还有哪些生物？”关于这几个问

题，曲探宙回答道，南极活动时不主

张主动接近企鹅。企鹅是群居动物，

人类需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同时，

企鹅内部也有明确分工，在群居点

外设置岗哨值守。因此，在他遇上

企鹅族群时，为不影响它们的生

活，直升机需提前停下，队员们只

能步行前往目的地。人类因科考需

要与企鹅接触时，为防止疾病传播，

不允许直接触摸。同时，企鹅是严

格的一夫一妻制，两人通力合作通

过反哺共同抚养小企鹅；人类必须

保证生物的自然状态，即使小企鹅

掉到水坑或者冰缝里也不可将其救

出，更不允许喂食或恐吓小企鹅。

南极洲大陆生活着 7种最有代表性

的企鹅，数量可达 5000万只以上，

因此企鹅不属于濒危动物。除企鹅

外，海象和海豹在南极也很常见。

科学咖啡馆活动在热烈的讨论

中渐入尾声。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的

周德进局长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

通过这场精彩的报告，大家对南极

有了新的认识。从“局外人”到

“局内人”，再到南极资源利用的领

航者，中国的南极科考历程，十分

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轩熠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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