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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最温暖”的冬天

2014 年 10 月 30 日，中国第 31 次南极
科学考察队从上海启程，乘坐“雪龙”号
出发前往南极中山站，时年23岁的李航是
考察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之一。

“在‘雪龙’号上经历了30多天的破冰
之旅，终于看到中山站，的确有一种到家
的感觉。”李航说。初到南极的他，对极
地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冬天中山站
地区的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摄氏度，但中
山站的供暖系统很给力。对于一个南方人
来说，我在南极度过了‘最温暖’的冬天。”

南极考察分为度夏考察和越冬考察两
类。其中，越冬考察队员在度夏考察队撤
离后，还要继续坚守，“驻扎”南极的时
间通常可达14-17个月。当时还在武汉大
学大地测量学专业读博的李航便是越冬队
的一员，主要任务是负责北斗卫星南极地
面观测站的运行和维护。

“北斗卫星极大提高了中国南极科考
测绘保障的自主性。特别是随着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正式开通，如今只要
在南极打开接收机，就能看到头顶的十几
颗北斗卫星。”他说。

从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至今，一代代
中国科考工作者勇闯极地。今天，南极科
考的条件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寒冷干
燥、风暴频繁的南极大陆仍暗藏着风险。

李航说，海冰和大陆冰盖上的冰裂缝
是科考队员面临的挑战之一。“内陆的冰
盖厚度可达2000多米，一旦掉下去就是万
丈深渊；海冰之下同样是暗流汹涌，我们
骑着雪地摩托车进行海上作业时，都会万
分小心。”

在南极，食物也是“奢侈品”。李航
说，科考队员的吃穿住行所需都是“雪
龙”号运送到考察站的。从度夏到越冬，
随着食物的减少，如何“保质”成为一大
挑战。

“有一次在清理越冬物资时，我们发
现一个装有食品的冷藏箱出现了电路故
障，里面的蔬菜瓜果已经散发出了酸臭
味，当时别提有多痛苦了。”

星空和极光的“馈赠”

在南极越冬期间，长达两个月的极夜
给科考队员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极大考验。
李航说，度夏期间，各国科考队员在南极

“扎堆”，非常热闹。到了冬天，南极一下
子安静下来，自己常常陷入黑暗和孤独的
状态中。

在漫长的极夜里，除了坚持日常工作之
外，绝美的星空和极光是最大的心理慰藉。

当太阳粒子高速撞击地球磁场，壮丽
的极光点亮了南北极漆黑的夜空。李航
说，中山站恰好位于极光活动最活跃的地
区，五光十色的极光就像是大自然对越冬
科考队员的慷慨“馈赠”和“奖励”。

“很多人利用假期，千里迢迢去北欧
看极光，我却在南极看得‘审美疲劳’
了。”他略带调侃地说道。

出发南极前，李航特意买了一部单
反相机。工作之余，他便扛起相机和三
脚架，在冰原上找寻场景和角度，拍摄
下最美的星空和极光，有时一拍就是一

整夜。
“有一次我独自外出拍摄，自信地没

带导航设备，没想到在黑夜之中迷失了方
向，走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正确的

路。夜晚的寒风中，呼出的水汽在眼镜镜
片上结成了冰，整个人的心态都有点崩溃
了。”李航说，在寒夜中徘徊了几个小时
后，他终于看到了站区微弱的灯光，“就
像在大海上看到了岸边的探照灯”。

在南极驻守的几百天时间里，李航拍
摄了超过10万张照片，这是他最引以为傲
的精神财富。他的摄影作品 《Space from
the Antarctic （南极空间）》，在2018年被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选中刊登；他
拍摄的星轨图被美国宇航局 （NASA） 网
站采用，并在英国伦敦格林尼治皇家天文
台展出。

“到了越冬后期，科考队员们对各种
形态的极光都司空见惯了，以至于都不愿
意冒着严寒出门观赏，我却还是乐此不
疲。时间在流逝，光影在变迁，人的心境
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随机的因素组合到一
起，让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都充满了
可能性。”李航说。

让更多人认识南极

距离上一次参加南极科考已经过去了
近2年，李航的微信所在地仍标注为“南
极洲”。

“能在 20 岁出头的年纪去一趟南极，
着实拓展和塑造了我的人生。”李航说，

“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各个领
域的科研工作者，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南极科考不仅仅是探索和研究南极地
区本身，也在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地球、
保护自然。李航举例说，南极冰盖的体量
巨大，在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南极冰盖对气候
环境的变化过程本身也非常敏感，被形象
地称为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指示器”。
这些科学事实呼唤着更多人认识南极、了
解南极。

2019年，李航将自己在南极科考中的
资料和照片系统整理，出版了图书《我在
南极 500 天》，讲述了自己与南极的故
事。此后，他还参与了青少年科普绘本的
编写和不少科普讲座活动。

“在科普过程中，每当我拿出极光和
企鹅的照片，或是讲到中国对于南极科考
的投入时，听众都非常感兴趣，这让我很
有成就感，也仿佛回到了在南极的时
光。”李航说，近年来，他还在哔哩哔哩
网站和微博上开通了账号，发布自己拍摄
的照片，同步中国和世界各国南极科考的
新进展。

不久前，一篇高考学子的新闻报道
让李航的微信消息“爆”了。今年参加高考
的武汉小伙朱圣鸿，被武汉大学测绘学
院录取。在接受采访时，朱圣鸿说，正是李
航的书让自己萌发了去南极科考的远大
志向。

“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年
轻人加入到南极科考的队伍中来，我很骄
傲。”李航说。“希望在工作之余继续做一
些科普的工作，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南极、
了解南极科考。”

李航：南极科考的700个日夜
本报记者 刘 峣

冰雪覆盖、极端寒冷——在南极这片人迹罕至的冰封大陆上，充满了未知和神秘。
对“90后”博士李航来说，南极却像是“世界尽头的家”。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参加

了中国第31次、32次和36次南极科学考察，科考累计时间达700天。工作之余，他行走在广
袤无垠的冰原上，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深邃绚烂的星空和极光，讲述鲜为人知的南极故事。

南极极光

成群结队的企鹅 采访对象供图

正值暑假，许
多小朋友在家长的
陪同下走进贵州省
科技馆，体验科普
设备、学习科技知
识、感受科学魅力。

图为小朋友和
家人观看月球仪上
以中国科学家命名
的地点。

赵 松摄
（人民视觉）

学科普
过暑假

近日，科技部、财政部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
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
动的通知》，聚焦青年科研人
员关切，推出一系列硬招、实
招——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0 岁
以下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课
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提高
到20%；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
所和中央部门直属高等学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资助青
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一般不低
于50%，确保青年专职科研人
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
少于五分之四……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
体系建设司副司长汤富强介
绍，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专
项行动，是近年来科技部会
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保
障广大科研人员时间和精力，
激发他们创新活力的一项重
要举措，自2018年以来已经连
续开展了4年，行动内容不断
深化、范围不断拓展，在科研
单位和科研人员中间获得良
好口碑。

2018 年，科技部、财政
部、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发
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轻
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 （减
负行动 1.0）；2020 年，科技
部会同财政部、教育部、中
科院又印发 《关于持续开展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
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推出
减负行动2.0，在持续巩固深
化前期已取得积极成效的7项
行动基础上，部署成果转化
尽责担当、科研人员保障激
励、新型研发机构服务和政
策宣传等4项新行动。

青年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中国科
协创新院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
告 （2020）》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39岁以
下的科技人力资源占比达到了78.39%。

“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是保障他们创新力
的重要因素。”汤富强表示，青年科研人员处于职
业生涯早期和人生阶段的特殊时期，与其他行业
人员一样，面临工作、生活、成长等各方面压
力，既有职业发展需要和学术追求带来的“合理
负担”，也有因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的非学术性、
不必要的“不合理负担”。

汤富强介绍，为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和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任务部署，按照科
技政策扎实落地的要求，在减负行动1.0和2.0基
础上，聚焦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
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
等不合理负担，用好减负行动这一抓政策落实的
有效抓手，推动减负行动效果持续深化，保障青
年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
青年创新潜能与活力，科技部、财政部、教育
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五部门联合，共同
提出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 （减负行动
3.0）。

在行动部署上，减负行动3.0提出了挑大梁、
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等5方面行动。
减负行动 1.0、减负行动 2.0 各项举措已经取得良
好效果，并转为常态化机制持续推进。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喆、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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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徐海涛、陈诺） 记
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
悉，8月12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创造场
强45.22万高斯的稳态强磁场，超越已保持
了23年之久的45万高斯稳态强磁场世界纪
录。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认为，该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强磁场是探索科学前沿的一种极端实
验条件，在发现新现象、催生新技术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13年以来在高温超
导、量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屡有重大发
现，已有约20项相关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
委“十一五”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2017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
运行，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
本之后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是稳
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承建法人单位，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为共建单位。科研团队经过

多年自主创新，在建成世界一流稳态强磁
场基础上，不断创新磁体结构、优化制造
工艺，于8月12日成功创造45.22万高斯的
场强新高，刷新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

“45.22万高斯有多强？地球磁场约等于
0.5高斯，新纪录相当于地球磁场的90多万
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说，就像显微
镜放大 100 倍比放大 10 倍能看得更清楚，
磁场越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结
构，为人类发现自然规律、研发新型技术
提供更好的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朝辉说，实现45.22
万高斯，意味着人类操控磁场的能力达到
新高度，让科学家做研究时看得更准、更
清晰。

据了解，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投入使
用以来，到目前已运行超过 50 万个机时，
为国内外 170 多家科教机构提供了实验条
件，支持科研人员在物理、化学、材料、
生命、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3000多项前沿
研究，取得系列重要科研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