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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雪龙2”号电（记者 魏弘毅）20
日下午，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3次北
冰洋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
冰船抵达加克洋中脊附近海域，开始地质和
地球物理调查作业。

根据计划，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首日作
业主要围绕地球电磁场和地球震动信号等
信息的测量展开。抵达首个作业站点后，科
考队员通过布放大地电磁仪和海底地震仪
收集数据，探查加克洋中脊区域的深部地质
构造特征。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沈中延介绍，加克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
慢的洋中脊。深化对其岩石圈结构和演化
过程的认知，是认识全球板块扩张机制和非

岩浆大陆边缘演化的关键。
沈中延表示，本航次基于我国以往北极

航次调查成果，继续对加克洋中脊开展地质
和地球物理调查，有利于为进一步揭示其独
特的地质结构和岩浆运动及演化过程、探究
超慢速扩张洋脊热液循环机制提供坚实基
础。

据介绍，加克洋中脊地质和地球物理调
查是本航次北冰洋科考第二阶段的重点调
查内容。在未来 10 余天时间里，科考队员
将执行海底地震测量、大地电磁测量、地质
取样等 8 项作业。在地球物理作业进行同
时，考察队还将择机继续海冰综合调查作
业，并预计于9月上旬完成本航次所有科考
任务。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
开始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作业

船行北纬 80 度以北，炫目的白色海冰随处可
见。海冰的作用有哪些？海冰研究学者关注哪些问
题？海冰研究现场又是怎样的？近日，由自然资源部
组织的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已经开始海冰综
合调查作业。从理论到现场，一起听那些亲历科考一
线的海冰研究专家讲述海冰研究的那些事。

海冰融化：影响气候与生态系统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洋队海冰组组长林龙先向记者展示的数据表明，海
水可吸收90%以上的太阳短波辐射，海冰冰面却能反
射 70%左右的太阳短波辐射，雪面则可反射 90%左
右；而卫星数据显示，从1984年到2022年，北极海冰
消融了三分之二。

“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是全球升温最快的
区域之一。这一现象与海冰本身的作用和其大面积融
化息息相关。”林龙介绍，地球如果保持长期适宜人类
生存的环境，其温度必须相对恒定，需要地球以某种形
式将太阳“给”到地球的热量“还回去”，这很大程度要
依靠北极海冰反射太阳短波辐射。因此，极地的冷却
作用在地球气候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海冰融化，海面比例
就会增加，这时北极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成比例减
弱，海面吸收太阳辐射的能力成比例增强，北极得到
的太阳辐射更多，进而使得海冰融化加速，这就是“冰
雪正反馈机制”。林龙表示，“冰雪正反馈机制”削弱
了北极对于地球的冷却作用。

“但一定程度上，海冰能够在极地气候变化中对
海洋生态系统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气候变暖，海冰就

多化一点，海水的升温就不会那么剧烈；如果气候变
冷，海冰就增加一些，同样能避免海水温度的急剧下
降。有了海冰这道‘屏障’，北极的生态系统在应对气
候变化时就会更加从容。”林龙说。

研究视角：物理学与工程学
海冰综合调查作业现场，科考队员正在用专业设

备在冰面打洞。他们的下一个工序，是布放海冰物质
平衡浮标，用来监测海冰的温度和冰厚、表面雪厚等
参数。

“本次科考海冰综合调查作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研究海冰物质和能量的季节性演变过程及其与大
气和海洋的相互作用，进而揭开更多关于北极气候变
化的奥秘。”林龙说，“冬季的现场海冰观测难度极大，
布放无人值守的海冰物质平衡浮标，是获取全季节海
冰物理数据的重要手段。”

除了物理学视角，海冰研究也是工程领域的重要
内容。

每到一个海冰综合作业站位，大连理工大学高级
实验师陈晓东在“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舷侧寻
找合适的海冰来切割、采样，并统计每块冰的温度、密
度、盐度、强度等参数。

“对海冰开展研究，是设计‘雪龙2’号的重要前
提之一。目标海域的海冰物理性能与船舶破冰性能
息息相关。”陈晓东告诉记者。

陈晓东介绍，船舶与海冰碰撞时产生的瞬间冲击
力要远远大于开阔海域航行时的水阻力，这对船舶的
航行和结构设计是巨大挑战。对于一艘破冰船，需要
掌握航行海域海冰的相应物理参数，为船舶设计提供

参考。
作业一线：脑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

在海冰综合作业现场，记者亲身体验了冰芯取样
的艰辛。

冰芯取样装置，由1米多长的圆筒形钻头与手持
汽油机组成。工作时，需要启动汽油机，双手将钻头

“按”进冰层，再将机器“拔”出冰面，取出钻头中的柱
形冰芯样本。

在这一过程中，启动机器需要人工拉栓，打洞时
需要人工“把正”机器，还要将冰芯装袋标记……独自
取完 5 个冰芯后，记者体力基本耗尽。即使戴着手
套，双手也已经因寒冷而难以弯曲自如。

一个上午，陈晓东取了30个冰芯。“习惯了。”他说。
在海冰作业现场，部分精密仪器需要裸手操作，

数据的记录需要录入电脑甚至手写。顶着寒风、踩着
积雪，科考队员不仅要保持充足的体力，更要有清醒
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

“在寒冷的环境下，人体机能会下降，人的思维也
会变得缓慢，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试验效率和试验成功
率明显降低。”陈晓东说。

“从宏观角度看，海冰研究周期长、消耗大。”林龙
说，以北极为例，船舶只能在夏季航行，冬季难以抵
达。即使有无人值守设备，也面临潜在的海冰融化导
致设备故障等风险，故海冰研究对人力依然有较强依
赖性。此外，船舶的航行、科考设备的运输及消耗，也
客观上为海冰研究增加了成本。

排除万难，在天寒地冻的冰原，他们仍在年复一
年地坚守。 来源：新华网

从理论到现场——海冰研究一线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