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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长期观测：数据积累久久为功

作为地球“冷源”，南极是全球气候
变化灵敏的“指示器”，对生态环境有显
著影响。具体有何影响？其中的机制
是怎样的？探明这些问题需要以长期
观测和海量数据为支撑。

长期环境观测，看的是大气、水文、
土壤、空间和生态。自建站至2024年
年底，长城站已积累超4.7万GB的观测
项目数据。

先说大气。“风温湿压云能天”，一
句顺口溜囊括了大气环境的观测要
素。通过人工观测与自动化气象监测，
长城站已形成完整的大气环境监测体
系，40年来不断积累站区风速风向、温
度湿度、气压云况、能见度和天气现象
等数据，为研究南极气象变化提供了重
要资料。

再看水文。对长城湾近岸海温、海
冰密集度、水位和气压的持续观测，为
研究海洋环境变化提供了长时间序列
的数据支撑，深化了对海洋生态环境与
气候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

土壤和空间环境观测方面，长城站
在菲尔德斯半岛及其周边区域设立多
个监测点，助力土壤健康状况的长期追
踪和生态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电离层测
高仪等设备的长期运转支持了全球环
境变化和空间天气的相关研究。

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长城站建立
起完整的长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为评
估南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和生物多
样性提供了重要数据。例如，鸟类和哺
乳动物监测帮助分析气候变化对南极
重要指示物种分布及繁殖模式的影响；
苔藓和地衣监测为了解植物类群的生
态适应提供了依据。

“40年持续发展，长城站的长期观
测体系已成为我国极地科研领域的基
石，促进了南极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及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中国
第41次南极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

看科研成果：极地考察收获颇丰

长城站地处万里之遥，但科研成果
离我们并不远。

比如，从南极隐球酵母中提取的胞
外多糖具有抗多种肿瘤的活性，并且对

正常细胞毒性较小。这一发现为未来
极地微生物资源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提
供了新思路。对南北极的微生物多样
性进行的广泛调查显示，尽管南北极地
理位置相距甚远，南北极样本中的病毒
类群在功能上存在显著关联。

对企鹅、海豹等南极“土著居民”的
调查，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通过对
企鹅古生态的研究，长城站科研团队将
企鹅古生态重建时间尺度扩展至末次
冰期，揭示了企鹅繁殖地的历史迁移过
程，明确了大气环流异常和降水异常增
多在企鹅大规模死亡中的作用。

研究还发现，气候变化对南极“土
著居民”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企鹅
和海豹的分布与繁殖受到大气海洋环
流的影响。这些研究为理解未来气候
变化如何影响南极关键物种提供了宝
贵数据。

“过去40年，长城站科研团队在极
地微生物学、生态学、气候变化等多个
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推动了我国极
地科研事业的发展，也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生态保护及资源开发等提供了重
要的数据支持和理论基础。”中国第41
次南极考察长城站站长邵和宾说。

看国际合作：多国交流持续深化

探索极地，携手合作是恒久的主
题。

与俄罗斯科学家联合开展近海和
陆地哺乳动物监测；与乌拉圭科学家合
作检测分析禽流感病毒；与德国科学家
一同对企鹅繁殖地进行监测……自建
站以来，长城站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进一步加强知识共享与资源互补。

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也是合作交流
的重要平台。

聚焦南极乔治王岛地区禽流感病
毒检测与预防、南极环境保护和治理以
及南极生态环境现状与变化趋势等多
个议题，长城站积极组织、参与各类国
际学术会议，为全球科学家搭建分享研
究成果的桥梁，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
国际极地科研中的影响力。

风雪兼程四十载，乘风破浪再出
发。地球最南端的巍巍长城站，将在未
来的日子里为中国极地考察事业带来
更多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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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40岁生日

一起看南极长城站的“成绩单”

40 年前，在南极洲乔治王岛菲
尔德斯半岛上，我国第一个南极考
察站——中国南极长城站举行落成典
礼。40年过去，如今的长城站发生了
哪些新的变化？从长城站到秦岭站，
我国已经在南极建设了五个考察站，
这些考察站又有哪些分工和突破？

长城站为什么建在这里

每每说起当年的建站历程，亲历
者感慨万千，后来者也备受鼓舞。

长城站，为什么要建在南极洲乔
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呢？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极地考察站管理中心副主
任丁海涛表示，这里处于南纬62°左
右的亚南极区域，对于当时的中国而
言，是一个“可以触达”的区域。

丁海涛表示，长城站的位置就是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建站的地方，
从生态学的角度也极具研究价值。长
城站这个区域属于亚南极的海洋性气
候，地处西风带的边缘，季节之间温度
变化较小。菲尔德斯半岛这个区域具
有低温、多降水、大风的冻原生境特
点，植被主要是地衣、苔藓、藻类等先
锋植物，每年有大量的动物，比如说企
鹅、海豹、海狮，还有各种海鸟在这繁
殖。2000年9月，长城站被列为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试点站），2006
年11月正式纳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序列，全称是“南极长城极地生态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从建站开始，40年来，长城站的科
学调查研究从未中断。从最开始的气
象、地震、地质、海洋生态等领域，到近
年来陆续扩展到高空环境、微生物、污
染物扩散等方面的研究，丁海涛介绍，
近年来，长城站陆续在生物资源和生物
环境领域探索、挖掘出一批科研成果。

丁海涛介绍，南极长城站先后经
过中国第3次、第5次、第13次南极考

察队扩建，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造是在
2009年。这两年也在大量使用无人
船、无人机，获取地形地貌的相关基础
信息参数。高空物理方面，38次把空
间环境电离层观测设备引入长城站，
可以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
能量从高纬向低纬传输的过程。

南极“五站两船一基地”

40年，经过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接
力奋斗，我国已形成了“五站两船一基
地”的南极考察格局。

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秦岭站……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记录着我国
四十余年探索南极的辉煌征程。丁海
涛表示，我国已建成的五座南极考察
站虽然坐标不同、定位不同，但它们共
同承担起我国与国际社会一同“认识
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重大使
命。

丁海涛表示，昆仑站、泰山站，属
于内陆站，冬季的气候条件恶劣，极端
低温能达到零下90摄氏度，只适合在
南极的夏季，大概是每年的11月到第
二年的3月，短期内集中干活，是度夏
站。长城站、中山站、秦岭站，这是三
个常年站，具备越冬能力，长城站以生
态学为主，国际交往特别多，中山站以
高空物理和冰雪观测为主，秦岭站最
显著的特点是有冰间湖，以观测海洋
生态的气候变化响应这方面为主。长
城站是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见证者，
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奠基之作，见证
了中国极地考察队员不畏艰险、勇于
探索的精神，也经历了中国在极地科
研领域，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慢慢走向
领跑的历程。未来长城站应继续助力
全球科学家，打造成为中国在南极的
国际学术枢纽。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1984年11月，中国首次派出南极考察队伍。经过日夜奋战，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建成，距今已有40年。
10座大型永久建筑，约4000平方米的建筑总面积；夏季能容纳约50人考察，冬季可供约20人越冬……旷古冰原上中国的首座极地科学考察站，交

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
数据反映40载上下求索：长城站长期稳定运行18类35套观监测设备，积累超4.7万GB的观测项目数据；发布并命名40多个新细菌种类；多次与

各国科研机构联合开展调查合作，组织召开多场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访】

南极科考“破冰者”
打造了多少中国奇迹

位于南极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 图据央视

执行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
2”号正在开展大洋调查。 新华社发

2月4日，考察队员将潜标放入海中。

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中
国南极长城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