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责编：张保淑 邮箱：63651522@qq.com

2023年12月4日 星期一

冲刺建设中国南极第五站

恩克斯堡岛位于约东经164度、南纬
75 度附近的南极罗斯海特拉诺湾。该地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特别是常年盛行超
强、超干、超冷的离岸风。气象资料显
示，该地最大风速可达到台风的两倍，6
级以上最大风速的天气全年达315天，最
大风速超过 10 级的天数占全年的近一
半。据说曾经有几名极地探险家受困于
此，历经了难以言表的磨难，故而该岛
又被称作难言岛。

虽然环境恶劣，但是恩克斯堡岛是
科考站选址的理想之地，中国第五座南
极科考站就选址在这里，而冲刺完成该
站建设就是第 40 次南极科考的重中之
重。对这里的建站优势，中国多位极地
专家进行了深入阐释，指出恩克斯堡岛
所在罗斯海是南极三大湾系之一，该区
域沿岸位于东南极冰盖快速冰流区、罗
斯冰架及罗斯海海冰三角地带，面向太
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圈、冰冻
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
元集中相互作用的区域，是全球变化的
敏感区域，可谓研究地球系统中能量交
换、物质交换和圈层相互作用、理解全
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作为第 40 次南极科考的先遣队，30
多名考察队员到达罗斯海新站后，对新
站临时建筑、设备、工程机械、码头状
况等进行了检查，确认临时建筑完好，
设备设施和工程机械正常。电力、通信
和生活等方面保障已经建立起来，队员
们随后开展机械设备恢复、站区积雪清
理、场地及道路平整等工作。

为了推进新站建设，第 40 次南极科
考形成了三艘巨轮同闯南极的空前强大
的阵容，即除了执行科学考察、人员运
送和后勤补给任务的极地科考船“雪
龙”号和“雪龙2”号之外，还有装载新
站建设物资的“天惠”轮货。12 月上
旬，建站物资等和后续人员运抵后，建
设工作全面展开。预计到年末，建设工
作将取得阶段性成果，两个月内将如期
建成。届时，中国将拥有第三座南极常
年考察站、首座面向太平洋扇区的南极
考察站。

根据计划，本次考察期间，中国科
学家将围绕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
影响与反馈开展调查，依托“雪龙”号
和“雪龙 2”号船分别在东南极普里兹
湾、宇航员海，西南极罗斯海、阿蒙森
海及南极半岛邻近海域开展生物生态、
水体环境、沉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污染
物分布综合调查监测。依托中山站、长
城站、昆仑站开展生态系统、近岸海洋
环境、土壤环境、地质环境、大气环
境、雪冰环境、空间环境综合调查监
测，深入研究南极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
中的作用。

新机场实现极地航空自主

空中交通问题一直是中国南极科考
的一大制约因素。在2023年4月上旬结束
的第 39 次南极科考中，科考队员们努力
拼搏，在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的
中山站附近，建成了中国首个南极雪橇
式冰雪跑道机场并投入试运行，使中国
极地航空事业进入机场自主时代，为后
续中国极地航空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

早在 2015 年 12 月，作为中国南极第
一架固定翼飞机“雪鹰601”在中山站附
近成功试飞，此后便开始入列极地科学
考察，我国也由此开启了极地科学考察

“航空时代”。由于发展极地航空交通较
晚，“雪鹰 601”虽然已经入列，但是一
直没有自己的起降机场，一直使用俄罗斯
进步站冰雪机场作为其大本营运行。没
有自主机场，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极地航空
保障体系，进行空中交通运输和开展空基
科考任务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在南极恶劣环境下，建设适应固定
翼飞机“雪鹰601”的机场，必须克服重
重困难。为此，有关方面制定了建设方
案并分步实施。其中，利用三次南极科
考机会，组织专业力量中进行冰雪机场
选址，再利用两次南极科考机会，组织
人员和装备开展试验性建设。

第 39 次南极科考期间，科考队组织
开展机场建设施工作业，先后开展了全
球定位、平整和压紧跑道、24 小时环境

温度烧结等工作。经过数天忙碌，机场
跑道初步建设完成。经现场检测，新机
场基本达到“雪鹰601”安全起降条件。

气象保障是机场运行的必备前提，
对于新建的南极机场来说更是如此。为
做好本次南极新机场航空气象保障工
作，相关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前期准
备，通过收集各类文献、历史数据，开

展了针对东南极区域的气候背景分析，
明确了重点关注要素，如机场云量、能
见度、航线颠簸程度等，制作重点要素
气象预报产品，为“雪鹰601”的安全起
降和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本次考察过程中，“雪鹰 601”共
计在中山站附近执飞超过 80 小时，按计
划完成 10 项航空调查任务，也验证了冰
雪机场的跑道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12 月 12 日到
2023年2月25日，科考队员一次性完成南
极中山站-Dome （穹顶） 断面所有站点
的南极内陆考察，包括中山站出发基
地、泰山站、昆仑站、格罗夫山，共计
76 天的考察时长创造了中国南极内陆考
察历史上单次内陆冰盖考察的最长纪
录。此外，本次南极科考还创新使用了
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机，成功完成了4套
潜/浮标回收任务，进一步体现了国产装
备在极地科考的优良性能。

中国科考船首次抵达北极点

2023 年 9 月 5 日 13 时 55 分，中国极
地科考迎来历史性时刻，“雪龙 2”号极
地科考破冰船载着中国第十三次北极科
考队如愿抵达北极点，即指地球自转轴
穿过地心与地球表面相交并指向北极星
附近的交点。这是中国科考船第一次抵
达该区域开展相关调查和科学研究工

作，填补了中国极地科考的空白，刷新
了中国航海最北纪录。

对此次胜利挺进到北极点的原因，
“雪龙 2”号科考船船长肖志民归结为四
点：一是冰情条件相对好。作为一大全
球冷源，北极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北极点
的温度极低，海冰厚度和密集程度非常
高。然而，“雪龙 2”号抵达北极区域时

发现，冰情条件比以往航次轻一些，客
观上为考察队成功抵达北极点创造了条
件。二是 “雪龙 2”号破冰能力强大。

“雪龙 2”号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艏、船
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能
够在 1.5米厚冰环境中连续破冰航行，是
中国极地科考利器。三是后方给予强大
支撑。在科考队行进过程中，远在祖国
的大后方各相关部门及时传送海冰信息
和气象信息，助力科考队准确研判海冰
情况，合理规划行进路线，基本上避开
了所有密集的海冰区域。四是科考队经
验丰富、意志坚强。进入极高纬度地
区，特别是在北纬 89度半到 90度之间的
航程中，科考队遭遇导航设备因超出了
设计的使用纬度而失灵，海冰信息严重
不足等困难，他们通过加强值班，根据
位置变化反复核验航行方向等多种应对
措施，最终抵达北极点。

在北极点区域，科考队开展了综合
调查作业，填补了中国北冰洋考察在北
极点区域调查数据的空白。在北极点的
科考作业结束后，“雪龙 2”号进行了颇
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即环绕北极点航
行，一举跨过了地球所有经度，而后开

始驶向低纬度。
本次北极科考内容十分丰富，特别

是在洋中脊调查方面，考察队开展了地
质地球物理海底定点观测、地球物理海
面走航观测等内容，完成海底地震测
量、大地电磁测量、地质取样、潜标布
放等多项作业，高效完成预定任务，保
障了考察计划的顺利实施，也为相关工
作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此外，科考队还完成海冰、环流、
黑炭等40多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推进极地科考国际合作

极地科考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
极地科考是人类认识与和平利用极地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实践之一。2023 年，中国继
续大力开展极地科考国际合作并取得丰
硕成果。

作为 《南极条约》 协商国，中方积
极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通过第 40 次南
极科考，中国科考队员对新站区所在地
恩克斯堡岛南极特别保护区进行管理、
开展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生态监测，为保
护南极生态环境作出贡献，也为中国参
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支撑。新站建成
后，中国南极科考队将能够与周边其他
国家考察站就南极科学考察及保障，开
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形成推进深入认识
南极的合力。

在第 40 次南极科考期间，中方计划
开展国际南极科学前沿领域合作研究，
其中包括实施与挪威、澳大利亚等多国
合作的恩德比地航空调查任务，探究南
极冰盖接地带这一关键数据空白区域的
冰-海-基岩相互作用，支持冰盖物质平
衡的精确评估和不稳定性研究；与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
俄罗斯、智利等国开展后勤保障方面的
国际合作。

在第 13 次北极科考期间，中国和泰
国在北冰洋首次开展合作，双方就新兴
污染物——微塑料 （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
料颗粒） 在大气、海洋和沉积物中的分
布及来源开展调查研究；中俄在加克洋
中脊开展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双方就深
部地壳结构、岩浆作用和地球动力学等
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中方积极
参与极地科考合作。2023 年 11 月，中方
代表参加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国家

“海洋与极地科学”专题领域工作组第五
届会议，并就金砖国家海洋与极地领域的
项目合作、平台建设、联合航次、参与“海
洋十年”等方面内容进行了阐释，提出了
下一步合作建议，致力于在海洋与极地科
学领域打造金砖国家合作典范。

2023年终中国科技盘点之之极地科考极地科考篇篇

树立极地科考新丰碑地科考新丰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保淑张保淑

当下，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融合正
在深刻改变全球产业发展的竞争格
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
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
推动绿色发展，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作为关乎国计民生和国民经
济发展的能源电力业，更要积极探索
深化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推动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深
入推进数字电网建设。

高质量发展对能源电力安全保障
能力、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变革、能源
电力产业链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不断增
加，海量智能终端设备和电力数据将
接入能源电网，电力系统的复杂性急
剧加大，也使得电力系统更容易受到
网络攻击和物理攻击的威胁。其次，
如何实现能源的智能管理和优化，有
效平抑负荷峰谷差，削峰填谷，实现
电力供需平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我们必须
解决的问题。最后，如何通过科技创
新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产
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电网是能源电力系统的枢纽，承
担着“输、配、变、用”的关键角色，应
发挥好关键载体作用。在数字电网建
设中，物联网技术发挥着重要的基础
性作用。

作为关乎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
展的能源电力央企，南方电网公司及
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成立全球首家数
字电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突破物联
网核心技术，推动多网融合互联，助
推能源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10 月，南方电网公司与开
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在北京联合发布国
内首个电力物联操作系统——“电
鸿”物联操作系统。该系统以“电
鸿”物联操作系统为基础底座，为不
同设备的智能化、互联与协同提供了
统一架构，首次实现一套系统覆盖大
大小小的电力设备，通过统一协议，让不同厂家设备可
以智能互联互通。其中，分布式软总线技术，让设备间
的连接更自由，人机互联、机机互联、多机互联，为解
决海量主体泛在难题提供途径，在技术上使“万物互
联”成为可能。

秉承“开放共赢、统一系统、统一标准、万物互
联”的发展原则，“电鸿”物联携手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共
建物联生态，目前已有超过100多个伙伴加入“电鸿”物
联生态，涵盖国内主流芯片、模组、终端厂商。

随着“电鸿”物联生态初具规模，在赋能电力系统
安全生产、推动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等方面，它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赋能电力系统安全生产方面，“电鸿”物联操作系
统提供了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的全新框架，让传统的设
备感知向智能化感知演进，让人工运维向自动化智能运
维迈进。通过物联网技术改造和连接各类能源设备，如
发电机、变电站、电力线路、能源储存设备等，实现设
备间的实时通信和协同工作。利用设备间的数据流，实
现运行状态全景监测和海量资源精准控制，增强极端情
况下的态势感知、预测预警和应急管控能力，提升能源
电力系统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在推动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电鸿”物联操作系
统的应用将推动各类能源技术装备的智能化升级，实现
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整体互联和数据融合，增强能源生产
供给和储备调节能力。预计到2025年，产业链将扩展至
包含900多个子类设备，实现输变配领域的135万个物联
终端全覆盖。这意味着，能源电力生产、传输、变电、
配电各个环节都将实现物联网技术的全面应用。到 2035
年，预计覆盖的终端规模将超过亿级，这将极大地推动
电力行业的现代化，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和机遇。这种全覆盖的物联网应用将极大地提高能源产
业链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能源产业链向现代化
迈进。

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随着“电鸿”物联
生态的发展与推广，电网企业依托物联网产生的海量数
据和强大的算能力，将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广泛
的应用场景。在供电侧，实时检测和处理电网故障，提
高电力供应的可靠性，保证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多
种能源实时感知、综合分析和在线决策，实现风光水火
储互补、冷热气电联供，促进终端能源消费低碳化，满
足人民对绿色生活的需求。在消费侧，数字电网与智能
家居、智能城市、智能交通等应用紧密协同，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应用场景。如数字电网可以实时监
测家庭设备的运行状态，预测设备的寿命和维护需求，
提前进行设备的维护和更换，避免设备故障导致的不
便。又如能源消费者通过智能合约成为能源生产者，客
户侧的可调节负荷、分布式电源、储能、充换电站等各
类资源，通过智能合约能够实现能源的双向流动。

（刘育权为“电鸿”物联操作系统技术带头人，徐键
为“电鸿”物联操作系统技术负责人）

▶中国南极罗斯海新站建筑面积达
5244 平方米，其主体设计为南十字星造
型，设计理念源自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南十
字星导航。建成后，预计可接待度夏考察
人员 80 人，越冬考察人员 30 人。该站计
划用于开展大气环境、海洋基础环境、生
物生态等多圈层、多学科的观监测和科学
研究工作。

图为罗斯海新站效果图。 新华社发

极地科学考察的时间安排，大体上
是根据季节和气候条件等因素来科学谋
划，对中国这样的北半球国家而言，其
安排与年度周期并不完全一致。具体来
说，大约于每年7月上中旬，中国北极科
考队踏上征程，到当年9月下旬凯旋。南
极科考队大约于每年 10月 11月间开始
向南半球进发，到第二年4月5月间回到

出发地上海码头。像这样，中国科考队
每年度进行一次北极科考、两次南极科
考，后者分别为前一次科考的下半程和
当次科考的上半程。

2023年，中国极地科考工作就是遵
循上述时间安排的惯例进行的。11 月
底，第 40 次南极科考队乘船穿越“咆
哮”的西风带即南纬40度至60度附近，

之后继续向南极地区挺进。11月21日，
30多名参与本次科考的队员已搭乘南极
洲际航班飞抵南极，之后乘直升机抵达
罗斯海目标区域。几个月前，中国第13
次北极科考队、第39次南极科考队都按
计划完成了赋予的任务和使命，取得了
丰硕考察成果，尤其是实现了多个“首
次”，树立起极地科考新丰碑。

物
联
科
技
助
力
电
力
智
能
化

刘
育
权

徐

键

本报电 近日，河南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大禹
学院在泰国罗勇技术学院揭牌。两校代表在揭牌仪式后
的会谈中一致同意，合作完善大禹学院课程设置、拓展
大禹学院合作专业、选派优秀本土学员来华留学、开展
中资企业员工培训，将其打造成为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
典范。

从2022年8月签署合作协议以来，两校已在“中文+
职业技能”项目和来华留学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
作。共建大禹学院，培养泰国急需的工程类本土技术技能
型人才，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泰国大禹学院是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继赞比亚、
南非后成立的第三所海外大禹学院，是该校首次与东盟
国家院校共建大禹学院，也是学校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
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文 心）

中国南极科考站 （含目前在建站） 分布示意图。 新华社发中国南极科考站 （含目前在建站） 分布示意图。 新华社发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大禹学院揭牌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大禹学院揭牌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20232023年年99月月55日日1313时时5555分分，，中国第中国第1313次次
北冰洋科学考察队搭乘北冰洋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雪龙 2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号极地科考破冰船
抵达北纬抵达北纬9090度暨北极点区域度暨北极点区域。。

图为考察队在北极点开展科考作业图为考察队在北极点开展科考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魏弘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