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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日

中国第 11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搭

乘“雪龙 2”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北极

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2019年10月15日

执行我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的“雪

龙 2”号极地科考船从深圳出发，开启

南极首航，也开启“双龙探极”新时代。

2009年6月

国务院批准立项，“雪龙2”号新建

极地科考船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并确

定由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自主建造。
2012年7月31日

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签署“雪

龙 2”号基本设计合同。
2018年9月10日

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在上海下水，并被正式命

名为“雪龙 2”号。
2019年7月11日

由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建造的“雪龙 2”号在上海交付，

加入我国极地考察序列，标志着我国

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了

新的突破。

2021年5月7日

“雪龙 2”号船返回上海国内基地

码头，完成第三次执行极地考察任

务。这是“雪龙 2”号首次单船执行环

南极考察任务，也标志着中国第 37 次

南极考察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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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历经 5 个多月的极地考验，“雪

龙 2”号靠泊上海外高桥港中国极地考察国内

基地码头，顺利“回家”，这也标志着中国第 37

次南极考察圆满完成。

历时 179天、总行程 3.6万余海里，这次南

极考察也是“雪龙 2”号首次单船执行环南极

考察任务。

“雪龙 2”号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也是世界上第一艘双向

破冰极地科考船。

作为一艘智能化的极地科考船，它有着

多项技术创新：搭载双向破冰技术，可以在

1.5 米厚冰层中连续破冰前进，可原地 360 度

自由转动，装备各种国际先进的海洋和考察

设备，可执行多样化科学考察任务。

从 2009 年 6 月 获 批 立 项 ，到 2019 年 7

月交付使用，“雪龙 2”号是真正的“十年磨

一剑”。

中外联合设计结出的
硕果

1993 年，我国从乌克兰购买了一艘苏联

北冰洋运输补给船，经多次改造，成为我国唯

一一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不过，当

时的“雪龙”号本身就是“高龄服役”，还是“半

路改行”，科考与破冰能力都不足以满足我国

极地科考的需求。

中船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研究员、“雪龙

2”号总设计师吴刚曾表示，“雪龙 2”号诞生

前，我国唯一一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

已经服役多年，它是由集装箱运输船经过多

次改装而成的。以“雪龙”号的破冰能力，只

有等到夏季两极冰川大面积融化时，才能到

达考察位置，而且即使是夏季，也无法深入北

冰洋中心区。其科考与破冰能力都不足以满

足我们极地科考的需求，我国急需一艘更强

大的极地科考船。

“科考船除了具备抵达科考站这一运输

功能外，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研究平

台，可以搭载很多科考设备，在海上进行长时

间观测。这是我们一定要造一艘全新的极地

科考船的原因。”吴刚说。

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雪龙 2”号新建极

地科考船建设项目。

吴刚回忆，2009 年 6 月，“雪龙 2”号获批

立项，有关方面选择国内和国外在科考及破

冰方面领先的设计公司开展联合设计，同时

确定新船在入级中国船级社的基本前提下，

再入级一个国外相关领域资深的船级社，获

得双船级。双船级意味着船舶要分别接受两

家机构的检验，需要满足更多规范。

2012年 7月 31日，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了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基本设计合同。

吴刚介绍，中船集团第 708研究所作为技

术支撑单位，在需求论证、敞水性能、科考设

计、智能设计，以及双船级送审上发挥了主导

作用，同时完成了基本设计的技术审图，以及

用于建造的最终详细设计等。

芬兰阿克北极技术有限公司与中方进行

了“朋友般的深度合作”。该公司在破冰船型

等方面经验丰富，提供了最初的概念船型，并

按合同约定承担了基本设计，以及设计建造

中的重大问题咨询和指导等。

“在众多单位的通力合作下，‘雪龙 2’号

项目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

果。”吴刚说。2019 年 7 月，由江南造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的“雪龙 2”号在上

海交付。

全球首艘双向破冰极
地科考船

“雪龙 2”号总长 122.5米，排水量约 1.4万

吨。它的设计建造并不容易，技术难题接踵

而至。比如破冰艏和侧推孔带来的气泡下

泄，可能干扰船底换能器正常工作的问题；吊

舱全回转推进带来的操纵安全性问题；首制

船如何精准控制整船重量重心的问题。

“‘雪龙 2’号项目的实施，对我国业界极

地船舶设计、建造、规范应用和完善，以及极

地规则在国内有效实施方面发挥了重大推动

作用。”吴刚说，通过建造“雪龙 2”号，国内掌

握了双向破冰船型设计技术、PC3 级破冰船

结构设计技术、破冰船低温防寒设计技术和

破冰船建造焊接技术，逐步建立起我国自己

的极地船规则规范。

其 中 ，双 向 破 冰 是“ 雪 龙 2”号 的 最 大

亮点。

所谓双向破冰，是指船艏和船艉均可破

冰。一般的破冰船是由船艏向前破冰，可一

旦遇到较厚的冰脊需要转向时，容易被冰脊

卡住、难以突破。但“雪龙 2”号船艉的两个大

型吊舱推进器，能够 360 度自由转动，形成很

强的冰层切削力，在多冰脊的海域，就可以让

船艉进行破冰，“啃硬骨头”。

吴刚说，通过采用全回转吊舱电力推进

系统，“雪龙 2”号在遇到很难“拱”的冰脊时，

船艉变船艏，尾部的螺旋桨能在海面下削冰

并形成抽吸作用，把 10多米高的冰脊掏空，这

在全球尚属首次。

据介绍，“雪龙 2”号艏向破冰能持续破

1.5 米冰加 0.2 米雪，艉向破冰可在 20 米当年

冰冰脊（含 4米堆积层）中不被卡住。

另外，“雪龙 2”号船体强度满足 PC3级破

冰船结构设计要求，能在 1.5 米厚度冰、0.2 米

厚度雪的海况下，以 2—3 节航速连续破冰行

驶。通过结构设计，“雪龙 2”号安全性大大提

高，在极地的低温环境下具有很强的防寒能

力，同时也很环保。

这种破冰能力的突破直接带来极地科考

作业模式的改变。

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基于考察船的极地

科考工作在极地的 11 月到次年 3 月间进行。

但拥有更强破冰能力和抗寒能力的“雪龙 2”

号可以更早进入极地，更晚离开。科考作业

的范围也一并扩大，科学家可以选择在以前

无法设立站位的位置布放仪器，开展更充分

的调查和研究。

另外，“雪龙 2”号实现了 WiFi全覆盖，这

也是吴刚眼中最为人性化的一项设计。

“在以前的‘雪龙’号上，一到休息时间就

出现感人一幕，大家都坐在楼梯口给家人朋友

发信息，因为只有楼梯口有信号。”吴刚说，“那

时我就下决心，下一代的破冰船一定要加强信

息通讯能力，好歹能让大家随时语音通话。”

“雪龙 2”号真正实现全船 WiFi 覆盖、扩

展到每个房间的收音广播和卫星电视接收系

统以及智能多媒体调度（会议）系统，在信息

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极地海洋调查与研究
的重要平台

作为探索极地的利器，“雪龙 2”号的“杀

手锏”还有很多。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雪龙

2”号船船长赵炎平介绍，“雪龙 2”号内部建造

了一个大约 160平方米的月池车间。

“雪龙 2”号的月池系统，是我国科考船上

配备的首套月池系统，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月池贯穿各层甲板，并与海水相通，科考

设备可以通过月池，避开冰层直达海中。

具体来看，当船在密集冰区活动时，尽管完

成了破冰，仍然会有大量碎冰聚集在船身周围，

很难将科考设备通过船艉或舷外下放。此时可

以通过月池下放仪器，避开冰层直达海中。海

域环境过于恶劣时，这样操作还能消除大风浪

对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威胁。此外，月池系

统还配备了加热除冰装置，确保遇到意外情况

时，在低温环境下随时可以融化冰块。

“雪龙 2”号的动力定位系统也是一大亮

点。赵炎平介绍，其配置了先进的动力定位

系统，能够让船停得更稳，不仅增加安全性，

还有助于科学考察的顺利进行，比如有的站

点需要数小时的停船调查时间，如果没有动

力定位，作业过程中就容易因风浪和海流的

影响偏离原位，产生观测误差。

“雪龙2”号还装备了国际先进的海洋调查

和观测设备，科研人员可在船上开展极地海

洋、海冰、大气等环境的基础综合调查观测，进

行有关气候变化的海洋环境综合观测取样。

“雪龙 2”号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是我国

开展极地海洋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
先进水平

作为新一代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 2”号

和它的国际“同行”相比处在什么位置？

吴刚介绍，目前国际新一代极地科考破

冰船主要包括：2011年交付的俄罗斯“特列什

尼科夫院士”号，航速 2 节时破冰厚度 1.5 米；

2012 年交付的南非“阿古哈斯Ⅱ”号和 2016

年交付的挪威“哈康王储”号，均为航速 5节时

破冰厚度 1.0米；2019年交付的英国“大卫·爱

登堡爵士”号，航速 3 节时破冰厚度 1.0 米；预

计 2020 年交付的澳大利亚“新南极光”号，航

速 3节时破冰厚度 1.65米；还有建造中的德国

“极星Ⅱ”号，破冰厚度大于 1.5米。

吴刚表示，“雪龙 2”号在极地科考破冰船

中首创双向破冰和下沉式龙骨设计，首次采

用智能船体和智能机舱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

据介绍，“雪龙 2”号的船体和设备上共安

装了 7000 多个智能感应点，智能机舱能通过

传感器等设备进行船体全寿命监测，智能船

体可以自动进行“健康体检”，并收集船体钢

板与冰面的摩擦数据，为今后设计制造新船

型提供参考。

“雪龙 2”号的名字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陈大可院士。

他在命名词中这样写道：“我命名你为‘雪

龙2’号，愿你：承续永恒的南极精神，满载极地

人和祖国的期许，承载起极地求索的使命与担

当，承载起兴海强国的光荣与梦想，面向南北

两极，劈波斩浪，破冰前行，顺利平安！”

如他所言，填补了中国在极地科考重大

装备领域空白的“雪龙 2”号，正承载着中国人

探索极地的梦想，破冰前行。

“雪龙2”号：国产科考船极地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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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南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事

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和国家安全和未来

发展密切相关。”近日召开的青年科学家座谈会

上，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程晓开门

见山地说。

程晓表示，极地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要认识

南极、保护南极和利用南极。但由于“我国的极地

研究开始得比较晚，尤其在极地的观测和探测方

面，仍然存在着很多卡脖子的技术亟待突破，比如

极地通信和遥感能力、冰下通信等，这些都制约着

我国参与极地治理的能力和话语权”。

程晓坦言，极地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开展极

地攻关需要大批有志青年前赴后继投身其中。“我

1999年开始参与极地研究，曾 4次去南极，十多次

进入北极地区开展科学考察。我主要从事极地测绘遥感技术的研发工作，曾经推动

我国的极鹰系列遥感无人机和极地微小卫星的立项、研究和应用，我也带头推动成立

了中国高校的极地研究联盟，极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线工作多年，程晓说，相比

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里提到的人工智能、量子、芯片、基因等前沿领域，

极地领域的人才队伍仍然是十分匮乏的，尤其是青年科学家队伍。“人才队伍的匮乏

不利于我国极地科技的自立自强。”程晓深感忧心。

为此，他建议加大对于青年科学家的支持。“我们应该在破冰技术、卫星观测、冰

下自主航行器等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吸引更多的青年科学家参与，让更多的顶尖人才

投身极地科技的研发，培养他们的极地情怀，我国的极地事业才有可能得到大的发

展。”程晓说。

另一方面，他强调要加强在极地方面的合作集成。“极地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

门类，高校没有专门的极地学院或学科，并且我国目前也只有一个国家极地研究中

心。”他建议，加强学科交叉、多元投入，完善资源配置，国家和地方共同努力，打造面

向极地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程晓：

极地攻关急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