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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报 原 创 民 生 调 查

深度 温度 锐度

走进“雪龙”
已过“而立”活力满满

“雪龙”号是我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能以
1.5节航速连续冲破1.2米厚的冰层（含0.2米
雪）。自1994年10月首航南极以来，“雪龙”号
已先后26次赴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
任务，足迹遍布五大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
的多项新纪录。记者在船上看到，这艘巨轮内
部除了拥有面积约570平方米的实验室，电梯
等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为考察队员顺利完成
各项任务提供了保障。同时，船上还设有直升
机停机坪，满足科考船不具备停靠条件时，各
南极考察站的物资运输补给、人员转移等任务
需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雪龙”号于1993年
从乌克兰赫尔松船厂购进后，经过了3次改造，
除更换了主机、发电机组、锅炉等重要机械设
备外，还更新了船舶防污染装置，提高了动力
设备的安全运行性能，满足了最新的环保要
求。如今，“雪龙”号虽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在
性能方面仍旧“活力满满”。它的科考实验室
具备走航自动化观测、综合海洋调查观测、考
察作业机械化和数据共享网络化的科学调查
能力，可支撑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
物、海洋地质、地球化学、大气化学和海冰的实
时观测及采样作业，保障南、北极大洋科学考
察任务。

“雪龙”号总长167米，型宽22.6米，型深
13.5米，满载吃水9米，自重10250吨，满载排水
量21025吨，最大航速18节，续航力20000海
里，载重量10225吨。走进船员休息区域，记者
发现舱室多为1人间和2人间。一般来说，考
察队员都是两人一室，每间舱室面积为10平方
米左右，空调、热水、淋浴卫生间、衣柜、写字台
等一应俱全，床铺配备遮光帘和床头灯，简单
整洁，有点像经济型酒店的房间。每位队员配
发一套制式服装，以度夏队员为例，上衣通常
包括T恤衫、速干衬衣、软壳上衣、队服上衣，同
时配套三条裤子。此外，还有通用的防护装
备，单帽和线帽、头巾和面罩、厚薄手套、户外
徒步鞋以及“老北京布鞋”。船上设有图书馆、
洗衣房、桑拿室、游泳馆、篮球场、乒乓球场、健
身房等生活娱乐设施。船上有一个小酒吧和
两个餐厅，十分整洁明亮，每餐四菜一汤，吃完
后要按照可焚烧和食品垃圾分类处理，夜里11
点还有夜宵供应。“雪龙”号配备有先进的导
航、定位、自动驾驶和通讯系统，所以驾驶舱里
的各种仪表盘虽然没有飞机驾驶舱那般密集，
但看上去仍然十分复杂。

记者还探访了“雪龙”号的医疗室，发现这
里设备十分齐全。雪龙”号随船医生陈界介绍
说，为应对紧急情况，船上配备了手术床、无影
灯、监护仪、输液泵、紫外线消毒车、臭氧消毒
机等设备，可进行各类清创缝合、损伤控制等
急救手术；配备麻醉咽喉镜、气管插管、无创呼
吸机、简易呼吸器、胸腹腔引流管引流瓶、各类
骨折固定支具、各类急救抢救用药20余种，可
满足基本急救抢救条件。

在“雪龙”号的过道上，记者看到了一幅幅
极地摄影作品，主角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和北极
熊等。“这些都是我们随手拍下来的，在极地，
随手一拍就是美景！前来参观的人们都很喜
欢这些照片。”船长张旭德笑着告诉记者。

40年南极之旅
从“迟到者”变“领头羊”

南极科考不仅仅是资源开发的新出路，更
是一个国家在全球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中

的权益象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球已有
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
察基地和100多座夏季站，而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却从未踏足南极。

1984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我
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
示》，确定中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
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为 1984 年末到
1985年初。这意味着，科考队只有4个月筹
备物资的时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市
面上根本买不到羽绒服、皮靴、防寒手炉等
极地生存的最基本装备，科考队只得联系工
厂，设计赶工。

更让人着急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够冲
破南极浮冰层、开辟航道的破冰船，只有一
艘“向阳红 10”号。它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
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主要用于
发射运载火箭、同步通信卫星等，并不是为
极地科考设计建造的，不具备破冰能力，但
它的满载排水量为13000吨，可以抵抗12级
风浪。经过细致考察和谨慎研究，科考队最
终 选 择“ 向 阳 红 10”号 承 担 重 任 。 海 军

“J121”大型打捞救生船随行，为科考队保驾
护航。

1984 年 11 月 20 日，中国首支南极科考
队按计划出发。这支由全国各地60余个单
位、591人组成的队伍，顶着风浪和晕动反应
航行了20多天，于1984年12月26日顺利抵
达南极洲乔治岛。经过45天的艰苦施工，长
城站宣告建成。如此短的建站时间，是南极
科考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6 年 10 月 31 日，中国第一艘极地科
学考察船“极地”号搭载第三次南极科考队从
青岛港启航，向南极进发。这是“极地”号的
首次航程，也是我国航海史上的第一次环球
航行。随着一次又一次突破，我国逐渐走向
南极科考的前沿。

2005 年，“大洋一号”从青岛母港出发，
开启了中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大洋一号”
一路向东穿过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行程
43230余海里，历时297天，创下了我国海洋
科学考察史上时间之最、考察里程之最。

2019年7月，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交付使用。此
后，它与“雪龙”号一同开启了“双龙探极”的
极地考察新格局。

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搭乘越来越先进的
科考船远赴险地、奋战冰雪南极，推动了我国
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
成就，铸就了极为宝贵的南极精神。

探索深海
青岛力量挑战“极”限

作为我国主要的海洋科考城市、极地科考
城市，青岛与极地科考颇有渊源。1984年11月，
我国首次开展南极考察，主要任务是在南极乔
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其中就有驻青的自然资源
部北海局等单位人员参与；后来，南极长城站新
建码头由青岛企业中港第一航务工程局二公司
承建，该码头是如今菲尔德斯半岛唯一一个在
位运行的水泥码头。

40年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自
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和自然资源部北海局
的科研人员频频参加南极考察航次，尤其近年
来逐渐常态化。1980年1月，中国海洋大学（当时
为山东海洋学院）物理学专业校友董兆乾参加澳
大利亚南极考察队，成为中国首次登上南极大陆
的科学家。1984年11月19日，中国首次派出南
极考察队，当时学校海洋环境学院的赵进平、张
玉琳与李富荣登船参与了首次科考任务。2021
年11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青年教师
曹勇搭乘“雪龙”号，参加了中国第38次南极考
察，作为物理海洋组唯一的女队员，顺利完成了
各项观测任务；同月，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谢春虎搭乘“雪龙2”号，与“雪龙”号同时执行南
极考察任务。至今，海大累计已有230人次参加
极地考察。2022年10月，山东科技大学海洋学院
青年教师王磊，携带学院智能移动平台团队自主
研制的两艘无人艇登上“雪龙”号，执行中国第39
次赴南极科学考察的海洋测绘任务。

在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过程中，自然资
源部北海局圆满完成了长城站海洋站验潮站建
设任务，并开始进行潮位业务化观测。在中国第
36次南极科学考察过程中，驻地在青岛的山东省
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参与研发的我国首
套极区中低层大气激光雷达探测在南极中山站
成功部署，为我国开展极区大气前沿科学问题研
究提供了关键技术与装备。

眼下，青岛对于极地科考的参与度还在不断
加深。2023年12月，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极地”号
破冰科考船顺利出坞，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承担
科考任务。“极地”号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
一代破冰科考船，船长89米、型宽17.8米、型深
8.2米，具备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排水量达
5600吨，设计建造充分借鉴了“雪龙”号、“雪龙2”
号的经验，具备开展极地科学考察的巨大潜力，
将在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国家极地战略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青岛与南极

4 月 11 日 至
13日，结束了第40
次南极科学考察任
务的“雪龙”号极地
考察破冰船停靠在
奥帆中心，并向公
众开放，岛城市民
近距离地感受极地
与青岛之间的紧密

“连接”。1984年，
中国首次开展南极
考察，此后一代又
一代科考队员奔赴
地球最南端，并相
继在南极冰原上建
起了 5 座考察站，
中国正一步步迈向
极地考察强国之
列。1986 年 10 月
31日，我国第一艘
极地科学考察船

“极地”号载着我国
第三次南极科学考
察队队员从青岛启
航。40 年来，青岛
科研力量的参与极
大拓展着我国南极
考察的广度和深
度。今年 4 月 10
日，“雪龙”号极地考
察破冰船将青岛作
为凯旋返航的靠泊
地，在青发布中国第
40次南极科学考察
成果，彰显了青岛作
为我国主要海洋科
考城市、极地科考城
市的地位。

在走向深海的过程中，“科学”
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的成功研制
和交付使用是一个里程碑。2012
年9 月，“科学”号在青岛正式交付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运行管理，
引领了中国海洋科学调查由近岸到
大洋、由浅海到深海的历史性跨越。

依托“科学”号，中科院海洋所
率先构建了国际一流的深远海综合
探测与研究体系，突破了 10000 米
深海定点探测、6000米深海探测与
采样、4500 米深海精准探测与取
样、1000 米水体剖面走航探测、深
海30米长沉积物取芯和20米长岩
石取芯等关键技术。近年来，科研
人员利用“科学”号获得的大量海洋
数据、样品开展系统性研究，取得了
一系列新发现、新认知。例如，中科
院海洋所所长王凡团队基于深海实
时科学观测网数据，在国际上首次
把西太平洋暖池的三维热盐结构刻
画出来，阐明了暖池温盐变异引起
的气候效应，并发展出新型气候变
化预报系统，提高了我国对厄尔尼
诺事件的预报能力。

许多从甲板上看不到的隐藏设
备是“科学”号工作航行的关键所
在。比如位于船尾部的吊舱式舵桨
全回转电力推进系统，电机与螺旋
桨直接相连（无传统尾轴传递），可
以360度水平转动，舵桨合一，不仅
节省了舱容空间，也提高了工作效
率。这是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推进方
式之一，被“科学”号国家验收委员
会认定为“首次在科学考察船中采
用吊舱式电力推进”。“科学”号上还
设计安装了两个像风火轮一般的艏
侧推——装在船体前部水下的特种
推进器，用来控制船体左右的位置，
以精确保持船位。艏侧推的独特之
处还在于加了一个封盖系统，最大
限度地保护了科学考察的专业和便
利，这在国内也是首创。

我国现有自主设计的海洋科考
船大都是瘦长型，由于船身较窄，在

海洋科考活动中耐波性差，海上作业
受海况的制约大。设计人员特地将

“科学”号的船体设计成了短宽型。它
的船体虽然只有99.8米长，宽度却达
到17.8米，增加了海上的耐波性，并最
大限度地优化了船型尺度比和型线。
走进驾驶室，360 度的环视能看到前
后甲板上的情况，有利于驾驶台的指
挥和操控。如此设计也开启了国内科
考船造船业的先河。

“科学”号船头还有个又高又大的
“科学桅”，上面装有探测大气的设
备。“科学”号的深海高技术优势主要
体现在“发现号”无人缆控潜水器
（ROV）、电视抓斗系统等的深海高清
影像资料采集与深海样品综合采集的
能力上。说起这些高精尖设备，船员
们都颇感自豪。

“科学”号每次出海时都会带上“发
现号”。这个机器人配置了水下定位系
统，还有两种机械手，可用于水下精细
作业，比如抓取贝壳、螃蟹等。机器人
上还配备了7个深水摄像机，包括两个
超高清摄像系统。它搭载有用于探测
海水温度、盐度、深度等信息的温盐深
仪，甲烷、二氧化碳、酸碱度、浊度、溶解
氧、叶绿素等多种探测传感器。机器人
上有多种取样装置，可以在水下长时
间、近距离地对深海海底物理和化学环
境参数等实时探测，可对近海底海水、
热液流体、浅表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
品进行可视化现场取样。

今年1月23日，“科学”号考察船
圆满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享
航次计划“2022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
察实验研究”项目的海上科考任务，安
全抵达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
园区码头。十余年来，作为我国自主
设计和建造的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
察船，“科学”号使我国海洋科考真正
具备了走向深海大洋的能力，从青岛
出发圆梦深海，见证新时代我国海洋
科技迅猛发展的光辉历程，书写驰骋
深海大洋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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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号西太平洋之旅，从青岛出发

南极科考队员开展工作。资料照片 南极科考队员凯旋。

“科学”号科考船。资料照片

“雪龙”号科考船停靠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韩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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