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盧冶

跨過浮冰區，頂着暴風雨穿越魔鬼西風帶，越過大西洋、印度洋、
太平洋，歷經131天3萬海里航行，中國第35次南極科學考察隊隊員搭乘
「雪龍」 號極地考察船靠泊上海中國極地考察國內基地碼頭。本次科考

期間，考察隊克服南極嚴酷自然環境帶來的各種困難，在距離中山站12
千米的地方開啟鑽探科考。1月23日開鑽、5天後突破淺冰層、2月10日
鑽探取得突破，鑽到191米時進入冰岩夾層，成功鑽取了南極冰下基岩
……6月30日，該支科考隊的吉林大學團隊的6名師生接受了大公報記者
專訪，講述中國南極科考人為中國夢拚搏的故事。

鑽探南極基岩 中國首獲深冰芯
跨浮冰頂暴雨戰魔風 極地歸來講科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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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1000」
極地水下機器人

•依靠電池提供能源
，外觀被設計成了流
線型，便於 「潛游」
得更深更遠

「雪龍」號
極地考察破冰船

•中國第三代極地破
冰船和科學考察船，
裝有可調式螺旋槳，
有利於破冰

「雪鷹601」
固定翼飛機

•可搭載多種科學觀
測設備，巡航速度380
公里／小時，航程
34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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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屑室震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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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處理台 測井絞車
發電機

可移動工作倉

冰下基岩鑽

可移動鑽探倉

南極到底有多冷？吉林大學科考隊副
領隊范曉鵬解釋，哪怕是白天，平均溫度
也要在零下30℃到零下35℃。即便如此，
鑽探倉內仍不能有任何保暖措施。 「溫度
太高對採集冰芯會有影響，導致氣泡破裂
，會丟失很多珍貴的氣候信息，每天16個
小時的工作量，每位成員都有不同程度的
凍傷。」

在南極，除了壯麗奇絕的自然景觀，
還有處處暗藏的危險，其中令科考隊員們
「談之色變」的非冰裂隙莫屬。冰裂隙也

就是通常所說的冰縫，是冰川在運動過程
中由於冰層受應力作用而形成的裂隙。南
極冰蓋上的冰裂隙常深達上千米。沿着冰
裂隙向下望便是萬丈深淵，一旦掉入，性
命攸關。

據吉林大學科考隊領隊張楠回憶，在
他們的工作艙附近，就有7條冰裂隙，上
面被一層雪覆蓋，很難發現，深不見底。
張楠已是第五次帶隊參加南極考察任務，
可謂 「老手」。選址初期除了通過無人機
影像判斷，他還將隊員們用繩子一個一個
的 「栓」在一起前行， 「鑽探區是在冰川

的末端，而南極冰蓋是流動的，對冰蓋的
撕扯造成很大的冰裂隙。如果有人單獨掉
下去，沒有任何施救和生還的可能。」張
楠解釋。

第一次來南極的年輕隊員李星辰談起
「冰裂隙」記憶猶新， 「離我們鑽探地點

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冰裂隙。想過去拍個
照片，向下一望，腿和手都不聽使喚直打
哆嗦，根本拿不住手機，無奈只能趴在附
近冰面向下觀察。」

南極是一片潔淨的土地，不把垃圾留
在南極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各國南極
考察隊員共同的心聲。在南極，隊員們外
出考察，都要把用完的酒瓶、罐頭盒裝進
袋子裏密封好，帶回站上處理。有些垃圾
還要帶回本國處理，不能隨便扔掉。

吉林大學科考隊領隊張楠說，去南極

考察就像是去別人家做客，產生的垃圾自
然要自己處理。 「如今，國家越來越重視
南極的環保，這也是國際上的大趨勢。我
們在進行科考活動時，會對產生的垃圾進
行分類，其中，餐食垃圾會通過生物降解
技術處理掉，其他垃圾會打包帶回國內集
中處理。」

按照南極相關公約，人和動物、鳥類
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影響它們的生活
。另外，要盡力保持那裏的原生態，所產
生的垃圾都要帶回國內。 「正因為大家都
嚴格地遵循着南極公約，現在中山站還如
初建時那樣保持着完好的原生態。」吉林
大學科考隊副領隊范曉鵬說。

今年的除夕對於第一次參加南極科考
的年輕隊員李星辰和全體隊員來說都是特
別的，沒有豐盛的年夜飯和家人陪伴，他
們的除夕是在世界最南端一起度過的， 「
我們幾個兄弟吃了頓火鍋，給家裏人打了
電話，就算過年了。隊長的手機在基地會
有一些信號，大家排隊拿手機跟家裏人視
頻後，就又匆匆的回到工作崗位了。」

據李星辰回憶，更讓他感動的是生日
那天， 「晚上忙完回中山站已經8點多了，

我已經忘記是自己的生日，回來卻發現食
堂電子屏幕上寫着 『祝李星辰生日快樂』
幾個大字，隊友們也為我慶祝，這是我第
一次在南極過生日，難忘又感動，如果有
機會，我還會來。」

南極的考察生活有壓力、有感動還有
快樂。李星辰滿是激動地說， 「在工作艙
附近的破冰處總會有企鵝過來覓食，有時
候遠遠看着這些小動物，就能緩解一些工
作的壓力和孤獨，十分神奇。」

夏天-30℃ 冰裂隙步步驚心

遵守南極公約 垃圾打包回國

看企鵝解壓世界最南端過生日

近幾年，科學界的新發現認為在南極
冰蓋的底部很有可能存在另外一個 「世界
」。 「我們從未觸及過南極冰蓋的底部，
在沒有光照、低溫、低營養的情況下，是
否存在生命？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
，究竟冰下覆蓋的是什麼？」採訪剛剛開
始，領隊張楠就拋出來這樣的問題，他所
帶領的科考團隊同樣也是帶着這個問題開
始了科考之旅。

「兩班倒」24小時緊盯參數
「當鑽穿冰蓋、取得冰下基岩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抱在一起歡呼跳躍，那種激
動的心情現在根本無法形容。」回憶起當
時，張楠仍不免有些激動。張楠告訴記者
， 「吉大團隊」在本次南極科考的主要任
務是開展極地深冰下基岩、冰芯鑽取工作
，經過現場無數次地調試、測算，終於鑽
穿近200米厚的南極冰蓋，成功鑽取了南極
冰下基岩。這是我國首次獲取了連續的冰
芯樣品和冰下基岩樣品，也成為國際上為
數不多的掌握此項技術的國家之一。

「中國是繼俄羅斯、美國後第三個獲
取南極冰下基岩樣品的國家。」張楠介紹
，他與隊員執行任務所用的 「極地深冰下
無鑽桿取芯鑽探裝備」由吉林大學研發，
歷時5年的自主研發才取得從 「0」到 「1」
的突破。

「在鑽取南極冰下基岩的過程中，大
家 『兩班倒』24小時緊盯顯示屏，生怕出
現異常的參數，壓力非常大。」張楠動情
地說道，這次鑽探成功是一次重大的技術
突破，為中國深入開展極地鑽探工程、獲
取更多南極冰下的基岩樣品提供了強有利
的技術支撐。

「氣候黑匣」將預測全球變化
南極大陸鮮有人跡，非常純淨，通過

歷年的降雪、降水，保留了古老的歷史氣

候信息。這樣一來，冰下樣本就像年輪
一樣，成為記錄地球氣候變化的 「黑匣
子」。

如今 「黑匣子」已經到手，張楠開心
地說： 「冰下基岩的獲取不僅意味着中國
未來有能力鑽進冰蓋獲取岩石，而且從獲
取到的岩石樣本上還可以幫助分析南極冰
蓋的形成和演化等。通過對採集冰下基岩
的分析，可以重塑地球古氣候變化，從而
推演地球未來的氣候變化。此外，將為南
極冰下的地質構造、水環境等方面的研究
提供重要參考，對地質學、生物學和氣象
學等多學科的研究與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第35次南極考察隊總領隊孫波評
價，此次鑽探成功驗證了鑽探裝備可靠
性，為我國極地考察增添新 「武器」，為
後續更好地進行南極冰蓋考察與研究奠定
基礎。

此次吉林大學科考隊共有6名成員，
除張楠等4人外，由副領隊范曉鵬帶領一
名隊員深入距中山站1260公里的南極內陸
崑崙站，對冰穹A深冰鑽孔進行維護。此
前，他們已經突破了800米鑽探大關並獲取
深冰芯。 「最開始我們是借助別人的項目
去了解南極，到現在我通過我們的努力，
已經成為南極科考的深度參與者和貢獻者
。」范曉鵬說。

▶在鑽取之前，選
址和搭建場地也是
一個漫長的過程

受訪者供圖

▲今年2月4日農曆大年三十，中國第35次南極科學
考察隊部分隊員在南極冰蓋上合影 資料圖片

冰下基岩鑽探世界領先
中國是世界上

第一個在南極冰蓋
最高點區域進行深
冰芯鑽探工程的國

家，如此成績依託於吉林大學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儀器專
項 「極地深冰下無鑽桿取芯鑽
探裝備」 。鑽探設施包括一個
可移動鑽探倉和一個可移動工
作倉，鑽探倉和工作倉之間通
過二至三米可調節長度的鋼製
連接橋相連。該設備目前領先
世界，可以同時鑽取南極的冰
層、冰岩夾層以及冰下基岩，
而國外很多裝備目前只能用於
冰芯鑽探。

▲▲晶瑩剔透的冰芯在南極光晶瑩剔透的冰芯在南極光
照耀下十分美麗照耀下十分美麗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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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深冰下無鑽桿取芯鑽探裝備
受訪者供圖

▲遠征平安歸來的科考隊員受到親人們
的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