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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次南极冬季研究的目的

说这五名新西兰科学家此次出行是“全
球首次”在冬季赴南极的科学研究活动，是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南极洲零下 50℃
的冬季极夜环境下，要进行为期四周的地面
研究，绝对不是一件易事。

据说此次研究者们会居住于在他们之前
已于夏天搭建好了的“宿舍”中，但就算如
此，他们要从营地到达目的地弗利克塞尔湖
也相当困难。领队的 Ian Hawes教授介绍说：

“通常使用直升机大约要花费30分钟，但是冬
天直升机是无法飞行的，大约有 60公里的路
程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汽车，随后还需要步行
13公里。”当他们到达后，还需要搭建一个可
加热东西的大棚，因为所有的科研设备都会
被冻住，尤其是连接这些设备的电缆，在极
低温条件下会变得非常脆弱，如果不能及时
加热，根本无法工作。这个过程也会耗费工
作人员相当多的时间。

几位科学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南极考察
专家。比如Hawes教授，自 1978年以来，他
几乎每年都会到访这片冰雪世界——这次他
的目的是观测位于干旱河谷的弗利克塞尔湖
底部的微生物系统。他说：“我们相信南极被
冰封了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大陆有助于
研究地球生命是如何起源，但以前我们研究
的依据仅仅是在这里发现的具有微生物形征
的化石。我们希望能真正观测到这里被发现
的冰湖底下的微生物系统，而这一切以前从
未在隆冬被观测过。”

这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让NASA更感兴
趣的是，他们希望通过研究这些来自全球的
研究者们在当地工作时是如何进行联络以及
协作的过程，由此来发展出类似的对策，将
来应用于载人火星探测计划以及前往近地小
行星的人们的工作与生存方法。所以从新西
兰南极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的角度来看，这次
冬季南极考察项目“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南极研究集中在生命起源
及气候变化

近年来，科学家已在南极洲冰层底下发
现了140多个冰下湖，这些湖都是在远古的地
壳运动中被“封存”在南极冰层下的，由于
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它们并未冻结。目前
所发现的最大的沃斯托斯湖，它大约在 1500
万年前形成，千万年来它变化极小，科学家
们认为它可能是地球上水量变动最小的湖
泊。据估计，它大约有500米深，水量足以源
源不断地为英国伦敦提供5000年全部用水！

当然，每一个湖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都
可能拥有不一样的历史。科学家认为，这些
冰下湖都含有大量被冰埋藏了百万年的生命
形态，比如微生物、单细胞有机体等。而这
些生命形态与目前科学家们在月球、火星等
外星球的冰层发现的生命形态颇为相似，这
有助于人类发现地球生命的真正起源。

2012 年，俄罗斯科学家曾钻透了 3769.3
米深的南极冰层，到达了冰川下的沃斯托克
湖表层，后又在冰下钻洞进入东方号湖，他
们宣称已经找到了不同寻常的生命迹象。但
他们的发现被怀疑，因为他们采取的水样可
能被用来帮助钻井的流体所污染；2013 年，

一支美国科研团队又钻井通向威兰斯湖——
位于罗斯冰架表面之下半英里、仅仅7英尺深
的一片水域，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消毒
措施来避免水样污染问题，结果发现，这里
的微生物生命的密度可与很多世界上的深海
相比，其中复杂的细菌和古生菌社区至少有
4000种。科研团队还发现了一些透明的鱼种
和一些甲壳纲动物。只是它们如何维持生
命，仍有待确定，有科学家分析，一些细菌
和微生物可能以来源于冰上的或海底的沉积
物渗透得来的矿物质为生。

同时，科学家们相信，南极洲的所有气
候变化都会在冰层中留下标记。由于气温
低，积雪不融化，这里每年的积雪形成一层
层沉积物，冬夏季积雪形成的冰层之间会具
有显著的层理结构差异，宛如树干的年轮。
冰川学家在研究南极大陆冰盖的年龄及其形
成的历史过程时，发现从冰川的冰芯样品
中，不仅能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
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
料，以及相应年代的二氧化碳等大气化学成
分含量。这一发现开辟了恢复古气候和古环
境的新的道路。

“冰是气候与环境中诸多变化的最了不起
的记录者，因为它能记录下二氧化碳在大气
中释放与沉积变化。”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艾
略克·沃尔夫教授这样说，“只要能得到更古
老的冰芯样品，我们应该就能研究更久远前
的地球气候和环境变化了。”他说，大洋沉积
物的研究记录已告诉我们，一百万年前气候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但目前要定位百万年前
冰块已很困难，原因之一是地表下炽热的岩
石会融化深层的冰块。而南极显然是最合适
取冰的地域。

科研进度必须加快

事实上，就在今年4月，中国南极洲考察
队员们已经在温度接近零下 50摄氏度的深冰
芯钻探房，成功钻取到 351.5米深处的冰芯，
创下历次深冰芯钻探单季钻进深度的新纪录。

这支执行我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的
科考队，同时还完成了我国计划建设继长城
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之后的第五个南
极考察站的选址工作——新址定在罗斯海的难
言岛。此行，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
鹰601”还成功地飞越了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
域的南极昆仑站。据了解，我国将在“雪鹰
601”基础上，组建首支南极航空队，初步构

建极地区域的陆—海—空观测平台。而“雪
龙”号也在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
域之一——南极罗斯海地区进行了测绘。

近日，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一项“澳
大利亚南极战略及20年行动计划”，主要内容
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拨款 2.55亿澳元
（1澳元约合4.9元人民币）用于今后10年提高
澳大利亚的南极科研和后勤保障能力。根据
这一战略，澳大利亚将通过建设陆路穿越南
极能力、移动科考站等具体措施，发展“现
代化且灵活性高的基础设施”，还将打造塔斯
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至南极的全年航空路
线。该战略发表当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
公布了一项新破冰船的投资计划。澳政府预
计将投入约 19亿澳元用于新型破冰船，以取
代现有“南极光”号破冰船。这是澳大利亚
政府在南极研究项目中最大的一笔单项投
资。“一艘现代化的破冰船对澳大利亚的南极
科考站物资补给、领导世界级科研项目具有
重要意义。”

看来科学家们都明白，对南极的研究必
须加快速度。因为随着人类的探索足迹，这
里的一些宝贵资源与数据正在消失。比如随
着地球变暖，大面积的冰川正在融化。今年2
月，南极洲一处企鹅繁殖地附近一座罗马大
小的冰山坍塌，导致了约 15万只阿德利企鹅
死亡。研究人员在 《南极科学》 上发表文章
又称：“出现在南极洲东部英联邦湾的 B09B
冰山和随之而来的冰块迅速扩张，极大地延
长了在丹尼森角繁殖的阿德利企鹅寻找食物
的旅途距离。除非B09B冰山转移，或者目前
在英联邦海湾常年快速扩张的冰块破裂，否
则丹尼森角的企鹅很可能在20年内完全灭绝。

与此同时，虽然有 《南极条约》 的制
约，南极大陆周围的海洋却没有受到类似的
保护。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在从南极海域运出
大量的磷虾——而如果没有磷虾，可能就不
会再有鲸鱼、海豹、企鹅、海鸟。日本水产
厅还在去年提交申请，要求重启在南极海域
的科研捕鲸。

此外，南极旅游近年已成大热，旅游热
给南极带来了生机，同时也可能给南极洲的
野生动物们带来危机。尽管南极邮轮之旅并
不便宜，游客数量依然逐年攀升，南极洲已
算不上“一片完全不受人为干扰的净土”
了。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起与旅游业相关的
东西，开发南极矿产资源的诱惑恐怕也将是
一个更大的威胁。

北半球的夏，正是南极洲的冬

科学家大冬天
去南极干啥？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
没有人类定居的大陆。地理学上的南极为
南地极和南磁极，这里的总面积约1400万
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9.4%，
相当于中国和印巴次大陆面积的总和。它
由围绕南极的大陆、陆缘冰和岛屿组成，
其中大陆面积就有 1239.3 万平方千米，但
整个南极大陆都被一个巨大的冰盖所覆
盖，平均海拔为2350米。而在南极洲冰盖
下蕴藏的矿物目前所知也有220余种。

南极洲是世界上淡水的重要储藏地，
拥有地球 70%左右的淡水资源。根据近 30
多年在南极进行地球物理调查所获得的资
料和依据板块构造理论对有亲缘板块拼接
的结果证实，南极洲存在着丰富的煤、
铁、石油与天然气，还有金、银、铂、
铬、锡、铅等多种金属矿藏。但因为这个
地方常年温度在零下60℃到零下80℃，经
常有风力高达12级的暴风雪肆虐，地面上
还潜伏着无数个因为冰层受引力作用而形
成的冰裂隙。南极洲腹地几乎是一片不毛
之地。

那里仅有的生物就是一些简单的植物
和一两种昆虫。但海洋里却充满了生机，
有海藻、珊瑚、海星和海绵，还有许许多
多叫作磷虾的微小生物，磷虾又为南极洲
众多的鱼类、海鸟、海豹、企鹅以及鲸提
供了食物来源。

南极洲的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于1958
年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建立，并永久性地为
各国研究和职员提供帮助。1959 年的 《南
极条约》 则规定，科学研究会是南极大陆
唯一的合法活动。而根据1961年6月通过的

《国际南极条约》，规定南极只用于和平目
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只属于全人
类。目前，世界上共有28个国家在南极建
立了53个科学考察站。但南极大陆仍然是
世界上最孤立、最寒冷的大陆，迄今为
止，世界上记录到的最低温度零下88.3℃就
是在那里观测到的。 据《羊城晚报》

南极是个
天然大冰库

相关链接

北半球进入夏天时，南极正进入寒冷的冬季。此时自然不是
去南极旅游的最佳时期，但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反而
因为冬季的来临，有了更多的课题。

最近，新西兰的一支科研队伍准备在南极的弗利克塞尔湖开
始全球首次在冬季进行的一系列南极研究项目。美国NASA（美
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对这支科研队伍的生存情况及研究结果也表
现出极大兴趣。但是大冬天的，在冰天雪地的南极连生存都有困
难，这些科学家们去那到底是为了啥？

研究人员采取的冰芯，其截面可看到不
同年代留下的冰层组织。

南极冰川的融化，已严重威胁到企鹅等生
物的存活。

从图中可看到南极洲那些隐藏在冰下
的岩石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