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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奇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南极探秘”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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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若有天堂，应该是南极的模样。

——毕淑敏

2018年12月17日晚，由科技部

引智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33期科学

咖啡馆活动在物理所 M 楼咖啡厅

举行。

活动邀请的是未来学院院长、

少年极先锋极地科考活动组委会主

任丁琛先生。他有着15次极地考察

的经历，其中7次到达北极，8次到

达南极。在冰雪奇境的回忆里，丁

琛先生讲述了他和团队在地球最南

面神秘之境的探索之旅。

去往南极——艰难的跋涉之路

南极，独占地球的一端，以其

极端的自然环境散发着神秘的气

息。冰雪覆盖下的“她”有着冷峻

的性格，生性不与人亲近，即使是

科学发达的今天，仍然需要大约 5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整地完成一次南

极科考之旅，路途的艰辛程度可见

一斑。但南极极端的环境也恰恰成

为适宜在寒冷条件下生存的生物的

天堂。厚厚的冰层充分地保护着地

下的资源与化石，为生物学和考古

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巨型实验

室。即使历经艰难跋涉，南极诱人

的身姿总是吸引着一批批探险者和

科学家，排除万难，投入她的怀抱。

需要将近40小时的飞行，科考

队才能到达南极考察第一站，乌斯

怀亚。这座离南极最近的城市被称

为“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由于特殊

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乌斯怀亚有着

清晰的地质演化特征和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因此这里的地质公园也是

丁琛团队每次科学考察的首站。

从乌斯怀亚到南极，还要通过

被称为“魔鬼”的德雷克海峡。“没

有风的情况下，海峡的海浪都有七

八米高，起风时甚至能达到十七、

八米以上。”丁琛毫不夸张地说道，

“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 24000

吨的庞大身躯，航行在德雷克海峡

都会被巨浪将半个船体托出海面

以外，可以想象乘

船的人有多痛苦，

大部分人都因为严

重的晕船而体力不

支。”

德雷克海峡的

恶劣气候与其地处

地球的西风带区有

关。按照大气环流

的总结构，中纬度

的气流会向极地输

送，在南极附近表

现为南风，又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

用形成西风。德雷克海峡相对较

窄，加上西风的裹挟，便形成了罕

见的狂风巨浪。

雪龙号科考船需要在德雷克海

峡航行 2天，才能抵达南极最北部

的南极半岛。值得点赞的是，即使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环境和身体状况

下，仍然有青少年考察队员成功完

成了测量海峡海水成分的课题。可

见在科学魅力的感召下，再大的困

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南极科考——奇幻的科学之旅

到达南极后，奇幻的科学之旅

就开始了，路途中的艰辛也都烟消

云散。通常到达南极的第一站就是

丁琛主题报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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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长城站。

长城站往西走便是乔治王岛两

个著名的科考点，化石山和南极冰

湖。化石山中有一些煤层和化石，

可为研究大陆板块漂移和南极气候

变化提供许多重要证据，南极冰湖

里也有很多独特的抗异性的微生

物，供科考队员们进行探索。

长城站往南就到了欺骗岛。这

个马蹄形的环岛其实是一个活火山

口，沙滩上的温度有80 ℃之高，湖

水也有 20 ℃—30 ℃，“如果有人告

诉你在南极游过泳，八成是在这

里，非常暖和。”丁琛风趣地揭秘。

继续向南走，就是最为吸引人

的企鹅岛。岛上的企鹅种类非常之

多，包括金图企鹅、阿德雷企鹅、

帽带企鹅、帝企鹅等等。企鹅是一

种典型的群居动物，巢穴之间的间

距在 30—60 厘米之间，适当的距

离，过犹不及。这既让邻里之间保

持着和谐的关系，又可以凝聚合力

共同抵御其天敌贼鸥的攻击。

沿着企鹅岛上山便可以看到连

绵的冰川，通过对南极冰层的研究

可以探测到过去700万年中精确到1

年的气候变化。

再往南，就走到了天堂湾。那

里有大量的鲸鱼和海豹，甚至有凶

猛的豹海豹会吞食企鹅。重达 300

多公斤的海豹懒懒的躺在冰面上，

成为南极一道独特的风景。

南极的精彩之处还有很多很

多，“绝对不是去一次就能感受到全

部的。”丁琛补充道，“南极的美妙

和魅力无法用语言或画面完全呈现

出来，只有亲历，才能真正感受到

她的独特之美和心灵的震撼！”最

后，丁琛用一段南极的影像结束了

咖啡馆里的科考探秘之旅。

极地科普——科学的传播之门

精彩的视频和报告过后，大家

都意犹未尽。中科院物理所王刚研

究员率先抛出了问题：欺骗岛作为

一个孤岛，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生

物？丁琛对此做了详细的解答，“作

为一个活火山口，欺骗岛上有很多

海星、海胆等南极其他地方不存在

的生物，曾有科学家在火山口的气

泡里发现了很多耐高温高盐的微生

物。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

新的物种，科学探索还在继续……”

来到现场的两位小朋友对于火

山喷发和化石的形成表现出强烈的

兴趣。丁琛介绍，欺骗岛位于南设

得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火山带

上，那里的火山从几千万年前到几

百万年期间都喷发的十分厉害，欺

骗岛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火山喷发

形成的环形岛屿。但现在它的喷发

往往只是集中在环形岛的某一小部

分，人们如果距离远一些，就不会

造成任何影响。而化石的形成，其

实是生物在活着的时候被覆盖上了

一层沉积岩或者火山灰，瞬间隔绝

氧 气 ， 迅 速 脱

水，保留了原有

的形态，就形成

了化石。

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广州气象

卫星地面站曹静

提出，是否有南

极冰川融化和海

平面上升的情况？丁琛说，虽然南

极的积雪确实是在减少，但是对于

整个地球来说，这种变化是缓慢

的，短期内可以忽略不计。冰川的

溶解会使海水碱化，从而吸收更多

的二氧化碳，降低温室效应，达到

自我调节的效果，只不过代价就是

消耗掉了南极壮美的冰川。

北京市地震局工程师张英问出

了大家的心声，“面对如此艰难的南

极旅程，是什么让你仍然决定和坚

持做极地科学考察和科普？”丁琛笑

着回忆道，他曾经有一次在科学院

的公众开放日听到小朋友说，希望

科普活动再多一些，那就可以在长

长的暑假里多参加几次。在高登义

教授的启发下，丁琛想到了中国的

极地科学成果很多，但是大部分人

不知道，小朋友们也不理解，所以

便希望通过极地科考活动让更多的

人了解极地，也让科学家的工作更

好地传播出去。丁琛表示会把这项

有意义的工作一直坚持做下去！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周德进局长

在活动最后总结道，“丁琛身体力

行，不惧困难，把南极科考做得十

分成功。希望大家学习他对事业的

韧劲和闯劲，抓住机会，把一件事

情努力做到极致。同时也欢迎丁琛

和科学院开展更多合作，把科考活

动推向更好！”

极地科学蕴含了太多太多的未

知和奥秘，人类对于极地的了解却

还太少。一次科学咖啡馆的科普报

告，仅能展现南极世界的冰山一

角。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通过极地

科普活动，爱上并了解和探索南极，

让南极在每个人心中留下独一无二

的美好。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姜 畅 李 淼 魏红祥 供稿)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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