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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在雄浑悠长的汽笛声中，参加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的

“雪龙”和“雪龙2”号船，于2023年11月1日从上海启

程，踏上为期5个多月的科考征程。2024年4月10日6时26分，

“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停靠山东青岛，这标志着由自然资源

部组织的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我国第40次南极考察取得了哪些成果？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一起开启回顾之旅吧！

知 道 多 一 点

南极考察获取的数据有什么用？

南极科学考察需要许多国家携手合作。通

过与挪威、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合作，在

第40次南极考察期间，依托中国中山站、比利时

伊丽莎白公主站与澳大利亚莫森站，“雪鹰601”

固定翼飞机成功完成毛德皇后地/恩德比地国际

合作计划任务，采集了中山站至伊丽莎白公主站

之间冰盖沿岸的详细冰厚、冰下地形、重力、磁力

等相关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雪鹰601”以中山冰雪机场

为起降机场进行了两个航次的科学飞行（其中1

个航次以澳大利亚莫森站冰雪机场作为经停

点），以比利时伊丽莎白公主站冰雪机场为起降

机场进行了3个航次的科学观测，获取了宝贵的

观测数据。

2024 年 2 月 7 日，我国

第五座南极考察站正式开

站，该站被命名为“秦岭

站”。

建设中国南极秦岭站

是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最

突出的亮点之一，新站将加

深研究人员对环南极全域

环境变化的认知。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

究员何剑锋介绍，中国南极

常年越冬站，即长城站、中

山站和秦岭站，分别对应大

西洋扇区、印度洋扇区和太

平洋扇区。“而秦岭站将填

补我国在太平洋扇区长期

观测的空白，从而实现对南

极长期观测网的系统构建，

更好地回答气候变化、冰雪

和生态环境变化机理等前

沿科学问题。”

也就是说，之后我们通

过秦岭站的观测数据，可以

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会有暖

冬等异常天气情况。

而在国际合作方面，秦

岭站也会发挥大作用，它将

与周边的美国、新西兰、德

国和意大利等国考察站合

作，将考察站海洋实验室建

成国际合作平台，努力推动

罗斯海沿岸各国考察站的

合作，成为南极考察合作的

典范，很厉害吧？

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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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

国首次在极地布放生态潜标。

为什么要布放这套生态潜

标呢？因为它有助于更好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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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很神奇？

可能有小朋友好奇，为什么

要选择阿蒙森海布放生态潜标

呢？因为有研究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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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副领

队王金辉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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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放置1年，于明年第41次

南极考察时回收。

下一次南极考察之旅，我们

就能对这次探测数据进行解读

啦，感兴趣的“小科学家们”可以

先期待一下！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为寒冷的大陆之一，以其

广袤的冰盖和冰山闻名于世。然而，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南极洲冰盖的变化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

泛关注。研究表明，南极洲冰盖的消融与全球海

平面上升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这些观测数据，将逐步与其他国家进行共享

及合作研究，为全球科学家研究南极冰盖快速变

化和全球海平面上升提供宝贵资料，科学家们也

能因此更快地采取对应措施，来保证人类社会活

动的正常进行。

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中，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还派出两名队员，在现场维护更新了能源

通信平台和三套台址监测设备，维护调试了南极

红外双筒望远镜，并首次获得了近红外J、H双波段

观测图像，同时还首次开展了南极内陆的低频射

电天文观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综合人民日报客户端、科技日报

“雪龙”号凯旋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

有何收获？

4月10日，“雪龙”号停靠在青岛奥帆基地码头。新华社发

2月6日拍摄的中国南极秦岭站。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