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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984年11月 中国南极科考队乘“向阳红10
号”船首赴南极。从这一年起，中国每年派出考察队
前往南极进行科学考察。

●1985年2月 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
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落成，结束了中国在南极没有科
考站的历史。

●1989年2月 中国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
建立了中山站。此后，中山站历经多次改造扩建，成
为中国在南极重要的科研和后勤支撑基地。长城站
和中山站均为常年科学考察站。

●1997年 中国开启了前往南极内陆冰盖考察
的序幕。

●1998年 中国首次开展对南极格罗夫山的考
察，第一次从这一地区带回陨石样品。

●2005年1月 中国南极内陆冰盖昆仑科考队
确认找到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这是人类首次登上
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

●2009年1月 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
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建成了中国首个南
极内陆科考站——昆仑站。昆仑站目前是度夏科学
考察站。

●2014年2月 中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泰山站
完成建设，主要在南极夏天使用。此外，中国计划在

“十二五”期间再建一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
目前，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正在南极执

行科考任务。科考队队员乘坐“雪龙”号，于8日凌晨
左右抵达南极半岛海域的作业站位，连夜展开了多种
海洋科学考察作业。 （据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在南极建设的第四个科学考察站泰山站8日建
成开站。作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
目标后我国在南极建设的首个科考站，泰山站是我国极
地科考史上又一个新起点，也必将成为我国迈向海洋强
国的又一坚强基石。

从1984年第一次南极考察起，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经
历了30年的艰辛历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长城站、中
山站的建立使我国科学家实现了登上南极洲的梦想；昆
仑站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南极科考从南极大陆边缘向南极
洲腹地的跨越；现在泰山站的建成则使我国在南极科考
站数量上、南极科考活动覆盖范围上以及支撑保障能力
上均迈上新台阶。

极地科考一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南极大
陆驱动着全球大气、大洋环流和碳循环，有着丰富的陨石
资源、矿产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是各国科学家眼中的科

学宝库。我国不断拓展南极科考的深度和广度，将帮助
人类更加科学地认识地球环境、揭示自然发展规律，为人
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极地科考对一个国家来说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义。
南极洲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唯一没有主权归属的大陆。我国
作为《南极条约》缔约国和协商国，将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
与义务，同时在遵循南极条约体系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维护
自己的国家利益，增强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

在探索南极的行列中，中国属于后来者，极地研究水
平与几个大国相比仍有相当大差距。我国又是一个海洋
大国，正在向海洋强国的目标迈进，在极地科考领域应当
走在世界前列。我们期盼，以泰山站建立为新起点，我国
的极地科考事业不断跨越，在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迈
出更大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极地科考，走向海洋强国的必经之路

南极泰山站是继长城站、中山站和昆仑站后，我
国在南极建成的第四个科学考察站。

【地理位置】泰山站位于东南极内陆冰盖腹地，居
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公主地，距中山站
522公里，距昆仑站约600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76度
58分、南纬73度51分，海拔高度2621米。该地区年
平均温度零下36.6℃。

【设计功能】泰山站设计建筑面积 1000 平方
米，其中主体建筑 410 平方米，采用拼装式模块化
轻型金属材料建设，底部支撑采用整体架空式。

泰山站可满足 20 人度夏考察、生活的需要，具备科
学观测、人员住宿、发电、物资储备、机械维修、通
信及应急避难等功能，并配有储油设施，同时建有
固定翼飞机冰雪跑道，配备 400 吨级内陆运输车队
设备。

【建设时间】泰山站主体建筑由中国第30次南极
科学考察队负责建设，由28名人员组成的建设队伍
克服高寒恶劣天气等种种困难，经过53天不懈努力，
于2月8日完成建站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从“长城”到“泰山”
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站“从点到面”布局渐成

泰山之名，最早见于《诗经》。“泰”意为极大、通畅、安宁。
8日，一座以“泰山”命名的科学考察站在东南极内陆冰

盖腹地建成开站。从1984年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至今，刚
好30年。

冰封世界里的“中国灯笼”
国家海洋局8日宣布，我国南极泰山站当日正式建

成开站。从位于西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南部的
长城站，到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的中山站和位于
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的昆仑站，再到位于中
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泰山站，我国南极科考站正逐步完
成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布局。

虽然被设计者们称为“中国灯笼”，但泰山站的圆环
形外表、叠型结构和高架设计，让它被众多网友称为降
落在冰封世界的“UFO”。“环形结构视野开阔，可减少
风阻。”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解释，
南极内陆冬季经常刮起 8 级至 10 级大风，主体建筑架

空离地，可以避免迎风面出现飞雪堆
积甚至被掩埋。

作为我国第四座南极科学考察
站，同时又是国际上在南极大陆的七
座内陆科考站之一，泰山站是一座夏
季使用的科考站。它主要承担中山站
至昆仑站之间的“中继站”任务，同时
为南极内陆格罗夫山考察提供支持。
完善的科学观测、人员住宿、发电、物资储备、机械维修、
通信及应急避难设备，将极大改善科考人员的生活条件，
提升考察队运输能力和工作效率。

“通过发电设备获取能源，房间内温度可以达到20多
摄氏度，可以洗澡，厨房可以做饭，相比现在内陆队员们一
个月洗不了一次澡，条件大大改善了。”曲探宙说，现在的泰
山站暂时只完成了主体建筑建设，还不具备人员生活条
件。今后，泰山站还将经历2次到3次建设过程，由科研人

员和施工人员同时进驻，边进行科考边建设。
“未来，我们还将在罗斯海附近建设一座可以常年使

用的科考站，位置靠近南极点。”曲探宙表示，到那时，我
国将在南极大陆面向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3个方
向都拥有科考站。

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虽然我国极地考察事业已经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是小孩子水
平。”曲探宙说，美国一年投入南极考察的人员数量，就超
过了我们过去30年的总人数。

小孩子也可以有大作为，我国南极科考并不乏拿得出
手的成果。尤其是昆仑站的建立，让我国取得了在国际公
认最理想地点开展深冰芯钻探的优势。我国第29次南极
考察队在冰穹A地区的成功一钻，获得了迄今世界上分辨
率最大的三维深冰结构和冰下地形数据。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科研热点，深冰芯钻探可以获取

南极冰盖深处百万年前形成的冰芯样品，用来了解百万
年来地球气候的变化。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高级
工程师吴军说：“谁能拿到这个数据，谁就在全球气候变
化领域具有权威发言权。”

“我们的策略就是立足现有的能力水平，瞄准科学前
沿问题，争取在我们领先的领域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
曲探宙表示，我国应当为人类认识南极、了解南极做出贡
献，也应让世界各国充分了解我国开展的极地考察活动，
消除种种误解和猜忌。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跟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

泰山站知多少

新闻背景▶▶
中国南极科考30年

南极洲

中山站

1989年2月 11米（平均） 2700平方米 常年科考站

泰山站

昆仑站

长城站

中国南极科考站

中山站

备注建站时间 海拔高度 建筑面积

2014年2月 2621米 1000平方米 主要在
南极夏天使用

泰山站

2009年1月 4087米 558.56平方米 目前为度夏科考站昆仑站

1985年2月 10米（平均） 4200平方米 常年科考站长城站

（设计）

（计划）

评 论

1月24日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泰山站主体建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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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