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 澎洋开发与管理

极

地

考
应
m 中国北极建站巡礼

何剑锋

一、北极站之梦

遥远而神秘的极地，引发人们的无限遐

思。晶莹洁白却危机四伏，寒冷刺骨但生机勃

勃。独特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生物类群和极光

等迷人的自然奇观，每年吸引了无数游人长途

跋涉，只为一睹芳容。此外，极地蕴涵了丰富

的油气、矿产和生物等资源，完整地保存着地

球环境变迁的‘密码”，极地生物对环境具有

特殊适应性，极地更是一个对日观测的理想窗

口。尤其是南极地区，广袤的大地和资源丰富

的海域尚无归属，更使之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

家关注的焦点。

经过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们26天的

顽强拼搏，1985年2月20日，我国首个极地

科学考察站——南极长城站，终于矗立在亚南

极的乔治王岛上，并通过当年建站、当年越冬

的壮举，在我国的极地考察史上树起了一座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而南极中山站的建

设，由于地处南极大陆，条件更为艰苦，但通

过116名中山站建设者28天的奋战，1989年

2月26日，又一座极地常年科学考察站镶嵌

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与首批科考队员在北极黄河站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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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东南极的版图上。南极长城站与中山站的

建设，凝炼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南极精神”，

它是智慧、胆识、力量、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

的集中体现，成为极地事业后继者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两站的建成，也为我国的科学工作者

提供了一个认识南极、研究南极的科学平台，
促成了我国南极研究能力和水平的迅速提升。

从南极两站的建成之日起，在许多极地科

学工作者的脑海中就已孕育了一个新的梦

想——在与南极遥相呼应的北极，也应该有一

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常年科学考察站。事实上，

相对于南极而言，北极离我们更为接近和便

捷，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但我

国的第三个极地科学考察站——北极黄河站的

建成，却是在南极中山站建成15年以后的

2004年。2004年7月28日，请我们永远记住

这个难忘的日子。就在当地时间这一天的上

午，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北极“黄河”

站落成的消息。经过多年的期盼和等待，在这

梦圆时刻，无数“极地人”不禁心潮澎湃，

感慨万千。

二、勾勒蓝图

1996年4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北极科

学委员会(认SC)，组织开展北极的科学考察

即被摆上极地考察办公室(当时为南极考察办

公室)的议事日程。考察工作在海路和陆路两

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经过三年多的精心筹备，

海上首先传来捷报，1999年7～9月，我国成

功地组织实施了以“雪龙”号破冰船为基地

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并于2003年7～9月组

织实施了我国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对白令

海、楚科奇海和加拿大海盆的大气、海冰、海

洋、生物、海底沉积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观测和

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同时，两次考察

   



均邀请了国外科学家的加盟，使“雪龙”船

逐步成为了北冰洋浮动的国际合作研究平台。

而在另一条战线上，组织科学考察I作也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统一

组织下，包括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名极

地科研人员均参与了陆路的合作考察和研究。

极地中心方面，1997年1月31日至2月21

日，受极地考察办公室的委派和挪威奥斯陆大

学艾格伦特等专家的邀请，时任极地中心综合

研究室主任的刘瑞源教授x-J目前建站所在

地——新奥尔松的环境和科研条件进行了考

察，并提出了在该地区开展科学研究的多种途

径，建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北极科学考察站

则是其中的提议之一。黄德宏助理研究员在挪

威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于1997年9月至

1998年7月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

朗依尔城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对当地的环境

条件有相当的了解，并于1998年2月在新奥

尔松的德国站进行了一周多的臭氧观测学习。

通过多方信息汇总，北极建站开始有了一
个基本的雏形。2001年，国家海洋局会同13

个部、委、局拟订了包括建设北极科学考察站

在内的《我国“十五”极地考察能力建设总

体方案》，提出了我国极地考察工作的国家目

标和“十五”期间的工作安排与具体措施，

北极建站则成为其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此
前，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会同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的有关人员专门就总体方案进行了起

草。《中国“十五”极地考察能力建设总体

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建站蓝图的绘就。

三、建站历程

国务院于2001年5月批准了《中国“十

五”极地考察能力建设总体方案》，北极建站

正式开始了实施的步伐。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对极地考察“十

五”能力建设工作的批示精神，国家海洋局于

2002年5月8日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

办公室。2002年5月，能力建设总体方案通

过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2002年9

月，为落实建立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工作，国

家海洋局组成以副局长陈连增为团长的政府代

表团对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选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队员在北极冰川上合影

址工作。2002年12月17～18日，中国北极

科学考察站建设总体方案通过了由7位院士和

3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的评议。2002年12月

28日，国家计委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国北极

科学考察站建设的立项。2003年1月，国家

海洋局局长王曙光同志在全国海洋厅局长会议

上对建站工作进行了明确部署。2003年2月9

日，国家海洋局“十五”极地考察能力建没

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成立了专门的“北

极建站工作组”。工作组组长由极地考察办公

室曲探宙担任，副组长由极地中心主任潘增弟

担任(后为副主任杨惠根)，工作组成员包括：

秦为稼、吴军、徐世杰、夏立民、胡红桥(极

地中心)、何剑锋(极地中心)、徐挺(极地中

心)、沈君。

北极建站工作组在成立后随即投入的紧张

的工作中，并于2003年2月19日在北京召开

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明确了任务和分工、

细化建站工作实施方案，并讨论确定了中一挪

第一次会谈方案。2003年3月4～7日，中一

挪第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挪威极地研究所和

王湾公司的代表就建站所在地——新奥尔松的

环境、科研和后勤保障状况进行进一步的介
绍，并就建站合同文本进行了商议。此次会谈

的成功为下一步进行合同谈判和签署打下了良
好基础。2003年3月26日，第二次工作组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三个建站方案中的倾向

性意见进行了重点讨论。次日上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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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能力建设领导小组讨论的意见，会议对北极

站功能需求方案进行了完善，就建站经费预

算、建站合同等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和细

化，并明确了以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为

团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惠根为副团

长的六人建站谈判签约代表团，团员包括极地

考察办公室的吴军、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何剑

锋、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的薛钦昭和清华大学的

张翼。4月，肆虐的“非典”疫情使建站签约

代表团的行程被迫推迟。2003年6月7～23

日，在挪威王湾公司的大力协助下，中国北极

建站签约代表团如愿前往新奥尔松现场考察，

并于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上9点28分，由莫

尼卡总经理代表王湾公司、曲探宙代表国家海

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共同签署了考察站建设租

赁与改造协议。

建站协议的签署在我国的极地考察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正如“十五”极地能力建设领

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

所指出的那样：该协议的签署是一份载入中国

极地考察史册的历史性文件，它结束了中国在

北极没有考察站的历史!通过“极地人”的

共同不懈努力，北极建站的梦想终于实现。

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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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建站也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2004

年1月，国家海洋局曾与新浪网合作，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的征名

活动。消息发出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条信息就被点击了几万

次。其中，有3 000余人在规定时间里提交了

站名。

四、聚焦重大历史时刻

中国北极站首批11名科考队员中有3位

来自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他们是站长杨惠根、

站长助理何剑锋及闫明。他们因而也成为重大

历史时刻——中国北极“黄河”站建成揭牌

的见证人。简朴而不失热烈的中国北极‘黄
河”站建成揭牌仪式，宣告了我国极地考察跨

人了一个新阶段。

当地时间2004年7月28日上午，中国北

极“黄河”科学考察站在78。55’23”N、
1 1。56’07”E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新奥尔松

地区举行了建成揭牌仪式。当天，新奥尔松出

现了少有的好天气。“深夜”太阳就已出现在

湛蓝的天空，整个新奥尔松沐浴在灿烂的阳光

中。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海洋局王曙光

局长也显得格外兴奋，早在凌晨4点就已起床

对装扮一新的考察站进行拍照。
经过队员们数天的精心准备，阳光下的中

国北极黄河站显得格外瞩目。从两边窗户悬挂

而下的五色彩旗条、门口一对威武的汉白玉石

狮子、站门两侧两个巨大的红色“中国结”，

从门口铺设而下的红色地毯，沿台阶一字排开
的红色绢花、门口鲜艳的五星红旗，无处不散

发着节日的气氛。微风吹过，彩旗招展，中国

结那红色的穗子在空中飘逸，让中国北极黄河

站显得更为喜庆、祥和。

上午9时15分开始，在颇具特色的民乐

声中，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外宾陆续签到。与南

极一样，北极的天气反复无常。此时天已暗下

来，风也渐渐变大。

9时30分，中国北极黄河站的建成揭牌

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国务院办公厅雷武科局

长主持。在主持人宣布落成揭牌仪式开始后，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陈乃清大使宣读胡锦涛主席

贺信，随后中方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曙光、斯瓦

   



尔巴总督代表、王湾公司董事会主席和中国北

极站站长杨惠根分别致辞。在仪式进行过程

中，风越刮越大，甚至飘落了几许雨丝。虽然

在寒风中大家都感到了丝丝凉意，但心头都是

热乎乎的。王湾公司董事会主席甚至在仪式上

无不幽默地补充说，在挪威有一个民俗，那就

是在新娘出嫁时，都希望老天能下点雨，那样

今后的日子就能事事平安、万事如意。在建成

揭牌仪式中天上飘落雨丝，这寓意着中国北极

黄河站在今后一定能够平安和兴旺。

致辞结束后，由王曙光局长和陈建国书记

为考察站揭牌。随着红绸的缓缓滑落，金黄色

站牌中央“中国北极黄河站”几个红色大字

映人人们的眼帘，无数的相机记录了这激动人

心的时刻。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新奥

尔松的大地上奏响，宣告了中国北极“黄河”

站的正式投入运行，并成为新奥尔松大家庭的

一员。

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是，在建站揭牌仪式

的第二天，在紧邻站区的王湾出现了一条“黄

河”，从湾底一直绵延到湾口，持续了数天才
逐渐消失。看来北极黄河站在新奥尔松确实

“人气十足”。当然，王湾“黄河”的出现，

其实是该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与中国北极黄

河站的建成揭牌，只是一种巧合。这是由予天

气转阴，导致大量热量无法返回高层大气，地

表气温剧增，使得冰川I融水迅速增加，携带了

大量的泥沙人海，而冰川I融水从湾底到外海人

海通道的存在，导致了“黄河”现象的出现。

中国黄河站在北极的建立是继中国南极长

城站、中山站之后在极地建立的第三个科考

站，这在中国极地考察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

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国家海洋

局局长王曙光曾表示：“这次建站是中国继20

年前在南极建站之后又在地球的另一极北极建

站，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国极地科考能力”。在

“雪龙”号成功地实施了两次北冰洋考察之

后，黄河站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开始了对

北极海一陆一空的全方位科学考察的开始；黄

河站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北极有了一个永久性
的科学实验平台和对外合作窗口；黄河站的建

立也标志着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全世界人民一起

和Xlt-和J用北极的愿望和

北极黄河站的建成

南、北极监测网络，这

地研究能力。正如胡锦

那样：“极地科学考察，

洛洋开笈与管理
I

栖

：们可以拥有一个
丝
毫

：地提高我国的极
～

薯
；在贺信中指出的
j生士跬皇莹白饮目随秉执

探求新的发展条件的重要领域，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20余年来，我国

成功组织了20次南极考察和2次北极考察。

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建

成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国南极中山站。中国

北极黄河站的建成，揭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

事业的新篇章，为我国极地科学工作者开展北

极N-q=考察创造了良好的条4LI=。这三个科学考

察站，既为我国开展极地科学考察提供了重要

平台，又为我国进行对外科学交流打开了重要

窗口。”

我们可以相信，在广大极地科学工作者的

辛勤努力下，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一定能够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五、走近北极黄河站

我国的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位于斯

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其极夜和极昼时

间分别长达4个月。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

响，新奥尔松在2月份平均气温为一15℃，7

月份为+5℃。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冰洋，面积61 229

la-r12，距挪威北海岸657km，由9个主岛和众

多小岛组成，近60％的区域被冰川I覆盖，年

均降水量约200mm。该群岛于12世纪由北欧

海盗首先发现，17世纪成为重要的捕鲸中心，

20世纪初发现煤炭资源。几个世纪以来，英

国、荷兰、丹麦和挪威等国对其提出主权要

求。1920年2月9日，14个国家签署了《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承认挪威对该岛拥有
主权，但签约国享有科学研究和经济开发权。

随着YI=矿业的没落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加

强，斯瓦尔巴群岛，尤其是新奥尔松地区已逐

步成为一个北极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平台。

黄河考察站本身为一栋两层建筑，总面积
为567m：，包括实验室、办公室、阅览休息

室、宿舍、储藏室、屋顶平台和观测小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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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验室，分别是极：

疲 气环境监测实验!
m

室及分析实验室

空聆蜜县一个公二

目前考察站设有4个实

实验室、固体地球与大

态与冰雪环境监测实验

湿实验室)。其中分析

室，主要用于野外样品

的预处理和初步分析。其余3个实验室主要用

于环境和自然现象的长期观测或监测。值得一
提的是，楼顶平台的5个小“阁楼”是极光

观测实验室的“眼睛”所在，目前装备有3

台三波段极光全天空CCD成像仪，是新奥尔

松地区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透过透明

观测罩，科学家在实验室就可以获得极光等观

测数据。小型野外考察车辆和小型橡皮艇等后

勤保障设施，以及基本的高空大气物理观测设

备、大气环境观测设备、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设

备、雪冰监测设备和公共实验平台均已纳入黄

河站的建设规划，目前正在分步实施，它们为

在站区开展科学考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保障。

除实验室#t-，站上配备有1个阅览休息

室、18间宿舍、2个储藏间和3个备用间(办

公用房和设备储存等)。其中阅览休息室内装

备了1个小型厨房，可以进行简单的食品烹

饪。所有实验室和公共活动区均已配备了电话

分机和局域网，可以拨外线和直接上网。黄河

站将根据运行情况对内部功能进行进一步的改

造和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北极“黄河”站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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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对石狮子。这对来自河北曲阳的石狮子出

现在站区门口的那天起，中国北极考察站就成

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游客们一来，总不

忘在门口拍照留念。若凑巧的话，还会拉上科

考人员一起拍照。

北极黄河站的建设采用的是一种与南极长

城站和中山站完全不同的建站模式。新奥尔松

地区由挪威的国有全资公司——王湾公司直接

经营，该地区拥有较为现代化的交通、餐饮、

供电、供暖、通信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各国考

察站和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条件。因

而北极黄河站的主要功能是开展科学研究和为

科学家提供居住条件。北极黄河站首次科学考

察的14名队员均为科研人员，也显示了南极

长城站、中山站与北极黄河站运行和管理模式

的差异。

同时，新奥尔松是一个北极科学研究的国

际合作-'T-台，目前集中了挪威、德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8国的

科学考察站，多国联合新建的海洋实验室也将

在2005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对于我们而言，

挑战和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相信通过

我国极地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会在新

奥尔松站稳脚跟，并逐步壮大我们的特色和优

势研究领域，提高我国在北极研究事务中的影

响力。

景色宜人的新奥尔松夏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