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
暨“雪龙”船顺利返回国内，并停靠山东
青岛奥帆基地码头，标志着我国第40次
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党委
书记郭利伟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此次考察首次由“雪龙”“雪龙
2”与“天惠”轮三船保障实施。考察队
2023年11月1日从国内出发，历时5个
多月，三船总航程8.1万余海里。

其中，“雪龙”船和“雪龙2”船多次
穿越“西风带”，保障了长城站、中山站
和秦岭站物资和人员卸运，并支撑了各
项大洋作业的顺利开展；“天惠”轮是首
次出现在考察队，主要承担了新站秦岭
站建设物资运送任务。

郭利伟介绍，考察队围绕气候变化
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反馈等前沿科
学问题，完成综合调查监测，取得一批重
要科研成果，圆满完成各项考察任务。

“秦岭站主体建筑的建设是本次考

察的重点工作。”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
国极地研究所）主任刘顺林表示，高标
准建成的秦岭站已开站投入使用。

1984年10月，邓小平挥笔写下“为
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的题词，
吹响了我国“向南极进军”的号角。

“那一年，我国组织了第一次南极
考察。”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
主任曲探宙告诉科普时报记者，“1984
年11月，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考
察队，搭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
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奔赴南极。”

此后，每年的11月初前后，我国考
察队都会出发奔向南极，只为抓住南极
夏季（12月—次年2月）的时间窗口，开
展各项考察作业。从第2次南极考察开
始，由抗冰运输船“极地”号接力了搭载
考察队员奔赴南极的任务。1994年，我
国首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号
首次执行南极考察任务。“雪龙”船总长
167米，能够破除1.2米厚的冰层。2019

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
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开
启了“双龙探极”的新时代。“雪龙2”是
国际上第一艘采用船艏、船艉双向破冰
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该船全长
122.5米，可以破除1.5米厚的冰层。

我国的极地考察范围，除了南极还
有北极。曲探宙清楚地记得，“1999年7
月1日，‘雪龙’船从上海出发，执行第一
次北极考察任务。”转眼25年过去了，截
至目前，我国考察队已经13次抵达北冰
洋区域进行考察，每次时间也集中在北
极的夏季（7月—9月）前后。

连日来，“双龙”火爆出圈，公众争
相目睹南极凯旋的国之重器。“雪龙”号
停靠青岛期间，举办为期3天的开放日
活动。此前的4月8日，“雪龙2”号停靠
香港，开启为期 5 天的开放日交流活
动。这是中国南极考察队时隔20年后，
再次停靠香港，燃起了新一轮的参观热
和极地热。

南极考察队回家了南极考察队回家了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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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同枝花果同枝
春暖花开，柑橘家族开始焕发生机，一些晚熟柑橘品种形成了“花果同枝”的独特景观。包括柑橘在内，有不少果树存在“花

果同枝”现象，通常是由上一年的果实没有脱落，今春花芽继续萌发后所形成。图为4月9日，湖北宜昌三峡库区秭归县西陵峡
两岸，金灿灿的脐橙与皎白的橙花同在枝头。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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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无人艇击沉大军舰

一枚核导弹
或将导致人类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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