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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塔克拉玛干沙漠气温下降，刮起了东北风。沙

漠腹地不断传来“哐当哐当”的机器轰鸣声。塔架下，身着红

色工装的科研人员，正操作着大型环境钻探机向黄沙覆盖的

地底探寻，取出地下 600多米深处的岩芯。

“我们的目标是打穿沙漠地层，取出地下约 1000 米深的

岩芯，找到塔克拉玛干最初形成的‘源头’。”站在塔架下的第

三次新疆科考“塔里木河流域干旱与风沙灾害调查和风险评

估”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高

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我国第三次新疆科考于 2021 年启动，由来自上百家科研

院所和大学的 4000多人参与，预计 5年完成，目前已过半程。

8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立足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疆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同全国

一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沙漠、河流、绿洲、农田……科考队员们奔赴新疆广袤土

地的各个角落，搜集样本和数据。预计 2025 年，他们的智慧

和成果将凝结成最新的新疆资源图和发展建议报告，支撑美

丽新疆建设。

回眸：三次科考志报国

吐鲁番盆地中，短短十几分钟，科考队员架起了一座可以

监测温度、湿度、风速、降水量等各类数据的自动气象站。他

们操控着无人机，将视野扩展到以往缺少资料的无人区。

这是 60 多年前参与第一次新疆科考的科研人员无法想

象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手段。

新疆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

这里进行科学考察的多为外国科学家，我国对新疆地区资源

情况了解不足。

1955年，在华苏联专家提出了新疆考察的想法。

同年 4 月，他们在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上建议：“最好能

讨论一下在中国西北开展考察工作的问题，方法是组织一个

特殊的综合考察队，全面查明该地区自然资源，从而为开拓该

地区、发展该区生产力的总计划建立科学根据。”

在我国首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 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中，新疆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被列为

最后确定的 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之一。

1956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北京成立。

全国各地抽调的数百名调查队员带着建设祖国、开发新疆的

热情，深入西北边陲，开展了我国第一次新疆科考。

“那时的新疆就像一张白纸，科考队员的任务是摸清‘家

底’，查明新疆到底有多少水土、植物、矿产资源。”第三次新疆

科考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陈曦告

诉记者。

1956 年至 1960 年，科考队系统掌握了新疆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和开发基础条件的状况。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沿海吹到了新疆，

经过策划和酝酿，以“资源开发和生产布局”为主题的第二次

新疆科考于 1985年拉开了帷幕。

当时，农业是新疆经济支柱，但发展效率不高，石油煤炭

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5 年时间，第二次科考形成了系列

研究专著和咨询建议报告，为新疆当时确立“一黑一白”发展

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黑”即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白”即棉花等农业资源。

“一黑一白”为新疆高速发展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年来，新

疆棉花产量在全国占比超过 90%，也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和

煤炭基地。

30年弹指一挥间。

2019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专家提

出了开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的建议。

“30 年过去了，新疆资源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对资

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愈加迫切。”第三次新

疆科考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

长张元明说，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如何支撑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2020 年 7 月，科技部正式批准了第三次新疆科考实施方

案。2021 年 12 月，第三次新疆科考正式启动，执行期到 2025

年，预算 6.83亿元。本次科考由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国

内上百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

第三次新疆科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把前两次科考数据和第三次科考数据融为一体，

查清新疆自然生态环境近 30年来的变化，为新疆未来 30年发

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张元明说，第三次新疆科考以水土平

衡与水资源安全为主线，面向新疆考察资源、环境、生态本底

及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将提出新疆未来生态建设

和绿色发展战略及路线图。

收获：深入一线摸“家底”

第三次新疆科考分为塔里木河流域片区、伊犁河流域片

区、额尔齐斯河流域片区、天山北坡经济带片区以及吐哈盆地

片区五大片区，考察内容包括水资源、土地农业、生物、矿产能

源、生态环境等自然要素调查。

在塔里木河流域片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

市十六团新开岭镇塔河源，记者见到了第三次新疆科考“塔里

木河流域产需水要素变化与水安全格局调查”项目科考队。

塔里木河源头，河水奔涌不息。

一名科考队员将长筒状的采样管高高扔下，待它盛满水，

又拉回来。另一边，其同事们则打开简便的快速检测设备，拿

出纸笔，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地表水野外快速检测、分装和记录

工作。

“通过调查，项目团队将了解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基线’，

进一步摸清水资源高效利用的上限，找到构建可持续水资

源利用战略的办法。”第三次新疆科考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段

伟利说。

第三次新疆科考全面开展水资源摸底，初步查明了一些

无人区、无监测资料区的多条河流水量，并发现新的可利用水

资源。在昆仑山北坡的一些山地，科研人员发现降水量被低

估了约 20%至 40%，水资源量的增加，将为该区域发展提供更

好的水安全保障。

在天山北坡经济带片区，第三次新疆科考“天山北坡土地

开发调查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小旭正带领团队给树木“体检”，

用 T字形工具取出树芯，观察其健康状况，从而评估防护林整

体情况。

“调查发现，目前新疆防护林总体状况较好，这得益于生

态补水。”贾小旭介绍，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的中心地，聚集了全疆 70%以上的重工业和 60%以上轻工

业。在科考调查基础上，项目团队将提出天山北坡土地开发

与生态安全协同策略和方案，以及土壤、地表地下水、大气污

染治理方案和路线图。

在吐哈盆地片区，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院

长徐基良正带领团队做生物多样性与特殊抗逆（即抗盐碱、抗

干旱、抗氧化、抗辐射等）生物资源调查。他介绍说，调查已取

得一些初步成果：吐哈盆地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在沙漠、盐

湖等地发现了抗逆微生物的新属/种，野骆驼种群和栖息地呈

现“双增长”。

在 额 尔 齐 斯 河 流 域 片 区 ，科 考 队 员 发 现 了 特 有 钩 虾

新物种，证明天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冷水性生物的起

源 地 之 一 。 在 天 山 野 果 林 地 区 ，发 现 了 1 个 藓 类 植 物 中

国 新 记 录 种 、39 个 寄 生 性 天 敌 昆 虫 中 国 新 记 录 种 和 1 个

新疆特有的硫黄菌，新疆生态屏障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取得新进展。

……

科考队员们一路艰辛，一路收获。目前，29个项目已全部

启动，科考步入野外调查关键期。

“截至目前，第三次新疆科考共组织 230 余支科考队伍

开展了野外考察。”第三次新疆科考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周晓兵告诉

记者，调查已获取一批新的数据和图集，11 份咨询建议报告

获得批示。

传承：不负韶华献丹心

1980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的彭加木率队

第三次进入罗布泊科考，在实现中国人首次穿越罗布泊核心

地带的壮举后，消失在寻找水源的路上。

43 年后，辽阔空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一面鲜红的“彭

加木突击队”旗帜烈烈飘扬，见证着新一代科考人员“献身科

学、献身边疆”的誓言与行动。

“1988 年，我加入了第二次新疆科考的队伍。”陈曦回

忆，那个年代进行科考十分艰苦，“我们住过老乡的牛棚、村

里的学校。路不好，全靠摸索，一天下来，能跑 100 公里就不

错了。”

第二次新疆科考中，陈曦首次踏足阿尔金山。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四大无人区之一。它

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边远偏僻、高寒缺氧，

面积 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超过 4600米。

“以前没有航空照片、卫星图像，对那里‘一无所知’，每一

条路、每一块区域都得靠自己跑下来，才能把图画出来。”陈曦

回忆道，“上去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太阳辐射强，人是‘白’着上

去，‘黑’着下来。”

今年 4月，陈曦带领着第三次新疆科考队伍再次来到了阿

尔金山。时隔30多年，老地方变了，“气候变化使得这里冰川加

速消融，荒漠化程度加深，降水量增大，生物多样性增加”。

不变的是无人区科考的艰苦。

行程中，野外科考队频频遭遇高原高寒狂风、强沙尘暴等

恶劣天气，遇到如野牦牛攻击、爆车胎以及半夜在路上科考车

辆故障等突发状况。

“行前预测阿尔金山温度大概是零下 10 摄氏度，但我们

上去那几天降到了零下 20 摄氏度，很多人被冻病。”陈曦回

忆。一阵沙尘暴刮过，紧闭牙关也无济于事，只要两排牙左右

摩擦起来，还是能嚼到“咯吱咯吱”的沙子。

科考队员们冒严寒、顶风沙，坚持完成了河湖水体取样、

测量河道流速、无人机监测野生动物、测量地下水水位、草地

拉样方观测等科考任务。

青年人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博士研究生昝婵娟说，“在科学考察中，我们可能随时会遇

到各种突发状况，遇到问题我们就要学会解决问题”。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涛是此

次阿尔金山科考之旅年龄最小的科考队员。他说：“这趟科考

之旅让我看到了高寒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以及高寒地区科研

工作的艰辛。”

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记者遇到了 26 岁、才加入第三次

新疆科考队伍不久的一位姑娘。她和记者聊起去阿勒泰地

区考察植物分类和生态情况的日常：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午

大多吃馕和咸菜，山里没有信号，洗澡要“随缘”，天黑后很

危险；最开心的事是“发现了国家级珍稀保护植物”，最心痛

的事是“看到湖泊因气候变暖消退枯竭，水生植物只剩下枯

萎的秆”……

说起科考的点点滴滴，科考队员如数家珍。

当高鑫张开双臂，盛赞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沙漠博物

馆，可以找到地球上所有沙丘形态”时；当段伟利如数家珍般

讲述自己考察慕士塔格峰的新发现时；当高级工程师常青在

沙漠植物园里轻抚绿色植物，回忆当年设计和维护沙漠公路

的故事时……他们眼里的光，印证着记者一路常听到的那句

话：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展望：丝路明珠联中外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古老的亚欧

大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如今，超过半数的中欧班列经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霍尔

果斯口岸过境，一列列中欧班列仿若“钢铁驼队”，再次串起古

丝绸之路上的繁华盛景。

2013 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的新疆，迎来新的发展坐标——加快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第三次新疆科考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方

面，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陈曦介绍，一是当前“一带一路”区

域都面临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必要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对该区

域自然环境、资源、未来碳达峰碳中和以及产业发展影响相关

研究，形成中国方案。二是从产业、贸易、资源利用、可持续发

展等角度，加强新疆高质量发展、如何与周边国家发展共赢的

相关研究。三是地处西部的新疆和中国东部及沿海地区如何

加强联合与互动，怎样进行产业、资源等互补，有必要通过科

考加强相关研究，以产生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次新疆科考队员们的工作，正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近期，在吐哈盆地开展生物资源调查的科考团队构建了

矿山、油井等能源基地生态修复物种库。“我们积累的科学研

究数据和经验，可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类似的能源开发基

地生态修复提供中国经验。”徐基良说。

“新疆的生态系统、流域不是封闭的，很多植被类型和生

态系统是跨国界连续分布的，因此科学考察会涉及国际合

作。”张元明举例说，天山野果林在我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连续分布的，是全球很多栽培

果木的祖先所在地，了解其种质资源情况、受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影响的程度，就需要国际合作。

张元明表示：“重要的野生林果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都可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他还提到，我国与塔吉克斯

坦的科学家联合在帕米尔高原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跨境调查，

借助科考获得了对“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全局

认识。

此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开展荒漠与荒漠化考察也将

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启发思路。“结合此

次科考以及我们在盐碱地、荒漠化治理方面积累的几十年经

验，我们可以把中国方案向中亚和非洲国家推广，共同实现生

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张元明说。

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目前已在中

亚、伊朗、蒙古国建立 19 个生态监测站，形成网络体系，将生

态系统监测范围向西推进了 3000公里。

“我们将持续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成果产出，服务新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

求。”张元明说。

联通陆与海，交织古与今。新疆这颗丝路明珠，将在科技

力量的支撑下绽放出更绚丽的光辉。

40004000 多人深入五大片区多人深入五大片区，，考察已过半程考察已过半程

第三次新疆科考第三次新疆科考：：只为丝路明珠更璀璨只为丝路明珠更璀璨

贾小旭用T字形工具取树芯。 本报记者 孙瑜摄

在塔河源，科考队员进行地表水野外快速采样、检测、分
装和记录工作。 本报记者 孙瑜摄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科研人员操作大型环境钻探机钻取
岩芯。 谢震霖摄

科考发现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特有的钩虾新物种。
受访者供图

据据20222022年科考统计年科考统计，，新疆阿尔金山国新疆阿尔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有藏野驴约家级自然保护区有藏野驴约 55万头万头、、野牦野牦
牛近牛近11..22万头万头、、藏羚羊约藏羚羊约66..55万只万只。。图为藏图为藏
野驴野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鹏王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