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考察发现了
三个有意思的事情

这次南极考察，科学家们有了
很多新发现，领队王金辉叔叔说，最
大的亮点是他们第一次在南极的秋
天进行考察。这次考察的地方是罗
斯海，那里的生态系统特别有趣。
这次考察不仅有中国的科学家，还
有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泰国
等8个国家的的1212位科学家一起参位科学家一起参
加呢加呢！！

科学家们在罗斯海做了很多研科学家们在罗斯海做了很多研
究究，，他们发现了三件特别有意思的他们发现了三件特别有意思的
事情事情：：

水的秘密水的秘密：：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罗斯海罗斯海
的水很特别的水很特别。。水下水下150150米以内的水米以内的水
都混在一起都混在一起，，很均匀很均匀。。但是但是，，更深的更深的
地方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水可以流到很有一种特别的水可以流到很
南的地方南的地方。。在冰间湖在冰间湖，，200200 米到米到
400400米深的地方米深的地方，，有一种很冷的水有一种很冷的水，，
这是从冰架下面流出来的这是从冰架下面流出来的。。

小生物的故事小生物的故事：：在罗斯海在罗斯海，，虽然虽然
水里的植物生长得不怎么好水里的植物生长得不怎么好，，但是但是
冰间湖里有很多小动物冰间湖里有很多小动物，，它们在它们在00
到到200200米深的水里生活得很开心米深的水里生活得很开心。。
在更深的水里在更深的水里，，500500米到米到20002000米的米的
地方地方，，还有一些小动物在过冬呢还有一些小动物在过冬呢。。

大生物的家大生物的家：：在罗斯海的西部在罗斯海的西部，，
有一种叫南极磷虾的小生物有一种叫南极磷虾的小生物，，它们它们
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形成很大的群体形成很大的群体。。还有还有
好多鸟和海豹好多鸟和海豹，，它们都喜欢待在冰它们都喜欢待在冰
的边缘的边缘。。那里有南极鹱那里有南极鹱、、阿德利企阿德利企
鹅鹅、、食蟹海豹和南极小须鲸食蟹海豹和南极小须鲸，，它们是它们是
那里的主要居民那里的主要居民。。

“雪龙2”号是我国第一艘自己
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专门去南极
和北极探险。这艘船有122.5米
长，比 12 个篮球场连起来还长
呢！它的排水量有1.4万吨，相当
于1.4万个大汽车那么重。船上可
以住101个人，包括科学家、船员
和厨师。

“雪龙2”号有两台超级厉害的
推进器，就像船的“大脚”，可以让
船在冰里自由穿梭。它的螺旋桨
可以360度旋转，就像一个会跳舞
的风扇，让船在水里动起来特别灵
活。而且，它的动力是用电的，比
以前用柴油的船更环保、更厉害。

“雪龙2”号还有一个特别厉害
的地方，就是它能双向破冰。就像
一个会滑冰的高手，不仅能往前
滑，还能往后滑。它可以轻松地在
冰里开出一条路，甚至能破1.5米
厚的冰，还能把上面0.2米厚的雪
一起推开。

“雪龙2”号的实验室

“雪龙2”号上有好多实验室，
就像一个超级大的科学教室。科

学家们在这里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研究海洋、生物和天气。

物理实验室：这里有好多高科
技设备，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水
流的速度，还能预报天气。它就像
实验室的“心脏”，控制着所有设
备。第一通用实验室：这里可以研
究海水里的生物和海底的石头。
科学家们用拖网和采样器，把海底
的东西捞上来研究。第二通用实
验室：这里主要研究海水里的化学
成分和海洋植物。科学家们会分
析水样，看看海水里有什么。低温
实验室：如果实验需要在冷的地方
做，这里就能提供低温环境，就像
一个超级大的冰箱。月池车间：这
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设备，叫
CTD，可以测量海水的温度、盐度
和深度。科学家们用它来采集不
同深度的海水样本。

轮机部：船的动力心脏

“雪龙2”号能跑起来，全靠轮

机部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管理着

船上的各种机器，就像管理一个超

级大的机器心脏。这些机器不仅

能让船前进，还能让船上的空调、

海水淡化设备正常工作。

轮机部最核心的机器是主动

力推进装置。它有两台360度旋

转的推进器，还有两台侧向推进

器，让船在水里动起来特别灵活。

船上还有好多辅助设备，比如空压

机、水泵和锅炉，这些设备一起工

作，让船在南极和北极的极端环境

里也能正常运行。

轮机部的成员们还分工明确。

轮机长：他是轮机部的“大队

长”，负责管理所有的轮机员和机

工。大管轮：他是轮机长的得力助

手，主要负责管理船上的大机器，

比如柴油发动机和推进器。二管

轮：他负责管理空压机和水泵，这

些设备能让船上的空气和水正常

流动。三管轮：他主要负责锅炉和

环保处理系统，让船上的垃圾和废

水都能处理得干干净净。系统工

程师：他负责管理船上的电力系

统，确保船上的灯和各种设备都能

正常用电。机工：他们负责做一些

具体的维修和保养工作，确保所有

的机器都能正常运转。

在生活中，我们知道天气预报很重
要，比如出门前看看会不会下雨。但在
极地科考中，天气预报更重要！因为极
地的天气变化很快，如果预报不准确，
可能会很危险。

在极地科考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工作，叫做“随船气象保障”。这是什么
意思呢？就是科学家们会提前告诉船
上的队员们，前面的天气会怎么样，比
如风有多大、浪有多高、能不能看得清
楚。这些信息对船长来说非常重要，因
为船长要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船是开
快一点、慢一点，还是改变路线，避开糟

糕的天气。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孙虎林

叔叔说：“我们每天都要给考察队提供
前方的天气数据，帮助船长做出最好的
决定。”

气象预报不仅能帮助船航行得更
安全，还能保护队员们的安全。比如在
冰站作业的时候，如果能见度太低，队
员们就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这时候就
可能会遇到北极熊。所以，如果能见度
低于500米，队员们就必须马上回到船
舱里。孙虎林叔叔说：“我们的任务就
是找到适合的天气，让科考作业顺利进
行，不耽误时间。”

要得到准确的天气预报，就需要及
时的气象观测。科考队员们每天要做
三次常规气象观测，还要放三次气象
探空气球。常规气象观测就是看看地
面附近的天气、海况、云、能见度等情
况。而气象探空气球是一种很厉害的
工具，它带着一个小小的仪器飞到天
上，收集大气里的数据，然后把这些数
据传回来，帮助科学家们做出更准确的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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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一艘特别厉害的船——“雪
龙2”

号回到了海南海口。它刚刚完成了一次超级长

的旅行，是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这艘船在

2024
年11月1日从广州出发，一共走了208天

，

航行了4万多海里呢！这可是中国极地考察史上

单船执行任务最长时间的纪录哦！

6月5日到7日，“雪龙2”号还在海口向大家

开放，大家可以去参观它，看看中国极地科考的

成果，了解它在国际极地治理中的贡献。6月8

日，它就要离开海口，返回上海啦。

你想不想了解更多关于“雪龙2”号的故事

呢？一起来看看吧！

“雪龙2”号有多厉害？

小朋友们快来认一认

“雪龙2”号

这艘大船
它后天就要离开海口了

极地科考中的气象保障

执行中国第执行中国第4141次南极考察任务过程中次南极考察任务过程中，，““雪龙雪龙22””号在前负责破冰引航号在前负责破冰引航。。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栋彬摄陈栋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