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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极地布放首个生态潜标
南极阿蒙森海是片什么海南极阿蒙森海是片什么海？？

1月6日，中国第40次南极考
察队在阿蒙森海成功布放深

水生态潜标，这是中国首次在极地布
放生态潜标。

为什么中国南极考察队要在阿
蒙森海布放深水生态潜标？阿蒙森
海是一片什么海？

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发布

首次在极地布放生态潜标

据新华社消息，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

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在北京时间1月4日

下午抵达阿蒙森海，并且在1月6日成功布

放了深水生态潜标。

考察队员们布放这套生态潜标，主要目的

是更好掌握南极磷虾的季节分布特征，分析全

球变暖背景下，南极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

变化潜在影响，为南极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

依据。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极地布放生态潜标。

这套潜标的主要生态传感器依托重点研

发项目自主研发，通过光学和声学方式对上层

海洋磷虾进行长周期探测。该套潜标布放水

深约3000米，计划放置一年，将收集长周期序

列的磷虾数据以及相关生态环境参数数据。

近年来，阿蒙森海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有研究显示，目前南极洲对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主要与阿蒙森海漂浮冰架融化有关。此

外，在21世纪，阿蒙森海的变暖速度可能是

历史记录数据的约3倍，未来总体平均变暖

趋势为每世纪增温0.8至1.4摄氏度，而历

史平均值为每世纪增温0.25摄氏度。

据悉，本次调查海域主要是位于南纬

68度以南的海域，水深最深约为4300米，最

浅约500米，将开展包括水文、气象、化学、

生物生态的走航和综合站位调查等内

容。据“雪龙2”号大洋队队长陈超介绍，

调查内容包括抛弃式观测、海洋水体营养

盐、叶绿素等走航观测以及CTD（温盐深剖

面仪）、垂直拖网等综合站位调查内容。

阿蒙森海是一片什么海？

为什么要去阿蒙森海考察？要回答

这个问题，就要从阿蒙森海究竟是一片什

么海说起。

阿蒙森海属于西南极洲边缘海，靠近

南极洲边缘的玛丽·伯德地，东临别林斯

高晋海，西面为罗斯海，其大部分被冰雪

覆盖，冰层的平均厚度达到3公里。

有研究者曾称，它可能比月球背面还神

秘。关于这片海域的特征数据并不多，国际

上只有少数国家对该海域开展过调查研究。

虽然人们对于这片海域的了解不多，

但却是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南极的热点区

域。有研究显示，在 1996-2021 这 25年

间，阿蒙森海区域共消融了3.3万亿吨冰，

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了9毫米。

我国近年来在多次南极考察中，都对

阿蒙森海给予了极大关注。2016年，中国

第32次南极科考队的大洋考察队在南极

阿蒙森海地区进行考察。这是中国首次

在阿蒙森海开展海洋地质作业，所获数据

弥补了中国在该区域研究的空白。2018

年，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期间，“雪龙”号

首次在阿蒙森海开展海洋综合调查，内容

涵盖了水文、气象、海冰、化学、生物、地质

地貌等多学科作业。

以首次抵达南极点探险家命名

为纪念著名的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

阿蒙森，这片海域在1929年以他的名

字命名，罗尔德·阿蒙森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同时征服南极和北极的探险家。

由于阿蒙森的父亲是一个船主，

阿蒙森从小就对航海感兴趣。16岁那

年得知挪威探险家南森跨越格陵兰岛

后，阿蒙森更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航

海探险家，并且在25岁那年成为比利

时号南极探险队的大副。不过那次探

险活动并不顺利，在寒冷和饥饿中度

过了一整个冬季后，探险队被迫折返。

1903年，31岁的阿蒙森乘坐小船

从大西洋出发，开始探索从格陵兰岛

到阿拉斯加的西北航线。在面对严

寒和浮冰无法移动的情况下，阿蒙森

一直到3年后才抵达了阿拉斯加，但

这个经历也让他成为第一个乘船通

过整个西北水道的探险家。

1911 年，39岁的阿蒙森来到南

极，建立了大本营，并且在当年的12

月 14日到达南极点。第二年3月 7

日，在澳大利亚，阿蒙森向世界宣布，

他们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探险队。

在征服南极后，阿蒙森又开始尝试

探索北极。1926年，已经54岁的阿蒙

森与他的探险队一起，乘坐“诺格”飞艇

起飞，成功飞越了北极点，并在阿拉斯

加成功着陆。这是人类首次穿越北极

的飞行。

那么，为什么阿蒙森海会在1929

年被命名？这背后还有一个悲剧性

的故事。1928年，阿蒙森的队友乘坐

“意大利”号飞艇前往北极点考察，返

航时飞艇失事，被困在冰上。阿蒙森

得知消息后乘坐飞机前往救援。在阿

蒙森出发后2天，人们收到飞机最后一

条信息，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收到阿蒙

森的消息。这位探险家永远消失在了

北极。尽管挪威政府派出搜救队进行

了长达3个月的搜索，但既没找到阿蒙

森本人，也没搜寻到他的遗体。

一年之后，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

探险家，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南极

最神秘的海域。

1956年，美国在南极建立了第一

座永久性建筑，也成为科学考察的大

本营。这座大本营被命名为阿蒙森-

斯科特科考站。斯科特是当年与阿蒙

森竞争到达南极极点第一人称号的英

国探险家，他在南极进行科考的时候

不幸遭遇暴风雪去世，但是他发现的

舌羊齿蕨化石却成为大陆漂移说的直

接证据。阿蒙森的名字不仅在地球的

南极出现，在月球的南极，有一座环形

山也被命名为阿蒙森环形山。美国航

空航天局计划在2025年执行的阿耳忒

弥斯3号任务，将是1972年之后，人类

首次登陆月球的太空任务，而阿耳忒

弥斯3号任务选择的着陆点就在月球

的阿蒙森环形山附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图据新华社

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量

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我国最新自主可

控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已在近期发布

的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

空”上运行。该量子芯片拥有72个超导量子

比特，能够实现量子叠加和纠缠等特性。

量子芯片是将量子线路集成在基片上，

进而承载量子信息处理的功能。借鉴于传

统计算机的发展历程，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在

克服瓶颈技术之后，要想实现商品化和产业

升级，需要走集成化的道路。

“悟空芯”取名来源于孙悟空的“72

变”，寓意着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及潜力，搭载

该款量子芯片的量子计算机具备通用可编

程能力，用户可使用它开发量子计算应用程序。

“悟空芯”是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夸父

系列量子芯片，属于第三代产品。与前两

代量子芯片相比，第三代夸父超导量子芯

片具有更高的相干时间，性能上有显著提

升。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贾志龙博士介绍，“悟空芯”以及“本源悟

空”量子计算机的发布，是中国超导量子计

算机制造的一张新“入场券”。“这意味着中

国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能力从小规模

开始进入中等规模阶段，具备了自主生

产一定中等规模的可扩展的量子计算

机芯片和系统的能力。”

“悟空芯”采用了72个计算量子

比特的设计方案，还包含126个耦合

器量子比特，共有198个量子比特。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

主任孔伟成博士表示，基于该款量子

芯片的“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可一次

性下发、执行多达200个量子线路的

计算任务，从而比只能同时下发、执行

单个量子线路的国际同类量子计算

机，具有更大的速度优势。

本源量子建设了中国第一条量

子芯片生产线。2023年，该芯片生产

线生产1500多批次，并研发出超导量

子芯片监测设备——无损探针台，超导

量子芯片修复设备——激光退火仪，超

导量子芯片保存设备——高真空存储

箱等系列量子芯片生产“工业母机”。

同时，本源量子开发的量子芯片设计软

件“Q-EDA”进行了多次技术迭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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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放潜标进入最后工序，考察队
员准备下放重块。

考察队员
在收集CTD（温
盐深剖面仪）采
集的海水样品。

考察队员回收CTD（温盐深剖面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