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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上來的150升南極海水，經過過濾、濃縮，王華龍最終收集到
50毫升樣本，裏面含有最小的生物——病毒。在日前圓滿完成的

中國第40次南極考察中，已經從事極地海洋病毒研究近10年的他負責
研究南極海水中的病毒在維持生態系統平衡中的作用。在他所搭乘的
「雪龍2」 號上，只有他一人負責此項科研任務，考察期間的日常工作
一般從早8點到晚上10點，而在密集採樣的那十幾天更是不分晝夜。雖
然辛苦，但這份調查工作，對了解海洋生態和生物的進化及保護南極
磷蝦資源都很有意義，王華龍形容此次南極科考收穫頗豐。

研極地最小生物 揭海洋生態奧秘
磨劍十年 中國病毒專家隨雪龍2號南極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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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第40
次南極考察中，

考察隊員在中國南極崑崙站成功安裝並
運行一台近紅外望遠鏡。在南極 「冰蓋
之巔」 ，這台 「不怕酷寒、不怕霜凍、
不怕吹雪」 的近紅外望遠鏡正仰望蒼
穹，探索宇宙奧秘。

海拔4087米的崑崙站位於南極內
陸冰蓋的最高點冰穹A地區。寒冷乾燥
的氣候、清潔穩定的大氣、加上長達3
個月的極夜，使得冰穹A地區成為地球
上光學紅外視寧度、亞毫米波大氣透過
率和時域天文觀測條件等方面獨一無二

的天文觀測台址。
據該項目負責人、中國極地研究中

心姜鵬研究員介紹，首次成功運行的這
台近紅外望遠鏡，由中國科學院南京天
文光學技術研究所自主研製，採用模塊
化設計，通過密封耐低溫光學鏡筒、全
密封直接驅動電機等關鍵技術，顯著提
升了設備的環境適應能力。

「近兩個多月的運行表明，望遠鏡
達到設計要求，滿足極寒氣溫、無人值
守等嚴酷環境指標。在極夜期間，無人
值守的近紅外望遠鏡將通過遠程控制，
與南極巡天望遠鏡AST3-2協同開展時

域天文學觀測，填補崑崙站近紅外觀測
空白。」 姜鵬說。

這台 「硬核」 的近紅外望遠鏡的主
要科學目標，是探索在崑崙站開展全時
段、全波段天文觀測的可行性。姜鵬
說： 「我們期望可以確定崑崙站開展極
晝觀測的台址特性，其中最關鍵的，是
測量在-40℃低溫條件、熱輻射天光背
景低的崑崙站，在太陽不同高度情況
下，全天區在近紅外波段的天光背景分
布；同時利用這台近紅外望遠鏡開展時
域天文學、近地小行星觀測等科學研
究。」 新華社

海洋水體監測取樣流程

下採
「雪龍2」 到達取樣站位後，月池車
間配備的伸縮摺臂將溫鹽深剖面儀
（CTD）從舷側吊下採樣；若天氣
惡劣或在冰層中，則改經月池車間
直通海底的裝置採樣。圖為 「雪龍
2」 號在阿蒙森海作業。

冰蓋之巔 極夜觀天

封水
CTD的傳感器可以實時測量海水的
基本指標，同時攜帶有24個
採水瓶；操作人員會按科
學家要求在不同水深層位
關閉採水瓶，把不同
深度的水樣封到瓶
裏。圖為考察隊員在
回收CTD。

探索宇宙

綠色考察

環保建站 智能運維
「極地考察

過程中始終踐行
『綠色考察』理念，嚴格遵守關於環境保
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相關要求。」 中
國第40次南極考察隊領隊張北辰日前
在青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
考察過程中集約化管理建築材料，減
少對南極現場的擾動，減少臨時設施
和現場施工人員數量和活動範圍，達
到綠色、環保、節能的建設運維目的。

秦嶺站主體建築的建設為本次考
察的重點工作，主要包括主體建築鋼
結構、功能模塊等的建設，建設物資
總量約9500噸。例如建築材料，主要
採用鋼結構、一體化牆板、實木等環
保型建築材料，具備易安裝、易清
理、對南極自然環境影響小的特性，
同時考察站達到使用年限後可回收再
利用。張北辰說，秦嶺站現場建造主
要採用裝配式建設方式，所有建築設
施均在國內完成加工定製，現場只需
按要求安裝包括鋼結構、建築模塊及
模塊內裝等，較傳統建築減少了大量

現場加工量和濕作業。

克服極端環境 52天極速完工
據張北辰介紹，秦嶺站採用多能

互補微網能源技術，可再生能源和傳
統能源相結合的能源系統，優先使用
風能和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系統設置
智能微網監控及能量管理平台，用於
各種電源的啟停控制和蓄電池的充放
電控制，實現綠色能源環保運行。根
據功能分區的使用特點，建築內部越
冬、度夏區域實行獨立能源供應，度
夏宿舍及海洋實驗室在冬季僅維持值
班溫度，降低能源消耗，最大程度減
少碳排放量，實現智能運維管理。

秦嶺站是繼長城站、中山站之後
中國第三個南極常年考察站，同時也
是中國在南極的第五個考察站。克服
極晝、狂風、大雪、強紫外線輻射等
極端自然環境的挑戰，青年突擊隊攻
堅克難、衝在一線，歷時52天，於
2024年2月7日建成秦嶺站並宣布開
站。 大公報記者丁春麗

早 在 1946
年，人類就在海洋中

發現了病毒，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着
電子顯微鏡和熒光顯微觀察的應用，科學界才發
現，原來海水中存在大量的病毒，估計1毫升海水中
平均有1000萬個病毒，是僅次於原核生物總生物量

的海洋第二大生物量，其總重量相當於
7500萬頭鯨魚。

回收
經過多小時的作業，
月池車間配備的伸縮
摺臂吊順利將CTD從
海水中回收。考察隊員
會進行多次取樣，用於滿
足不同考察項目的研究需
求。圖為考察隊員在收集CTD採集
的海水樣品。

分析
做生物研究的
隊員會分析樣
品中肉眼不可
見的微小浮游
生物，而做化
學研究的隊員
會在水樣中加
入試劑，分析
其中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含量。圖為考察隊
員在實驗室內分析海水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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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中國自然資源報、新華社 截至目前，大部分
海洋病毒感染的主要是

細菌等微生物，不會直接侵染人
和其他動植物。但據保守估計，99%以上的海

洋病毒還不能在實驗室進行分離培養、99%以上的海
洋病毒還未得到物種鑒定、70%以上病毒基因功能未知。而
通過研究南極浮游病毒的群落特點，可以直觀看到環境變化
對南極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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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秦嶺站

秦嶺站主體建築的建設為本次考察的重點工
作。秦嶺站是中國第三個南極常年考察站、第

五個考察站。該站的建成將為評估南極
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提供基礎支

撐，為了解羅斯海區域
提供重要保障。

四、綠色考察

極地考察過程中自覺踐行 「綠色考察」 理念，
嚴格遵守關於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相關

要求，集約化管理建築材料，減少對南
極現場的擾動，減少臨時設施和現

場施工人員數量和活動
範圍。

二、科研測試

本次考察期間合計完成38個高校、科研院所承
擔的國家 「五大類」 科研項目，較上一年度提

升52%，並首次在阿蒙森海布放國產生
態潛標，國內自主研發的多種創新

技術儀器裝備也在南極
開展應用和測試。

三、國際合作

本次考察完成冰─海─基岩相互作用和冰下地
質兩個重大國際合作科考項目；與挪威、澳洲

等多國合作開展SCAR RINGS恩打比
地調查任務。此外，考察隊還對遇

險船隻採取救援，受到
國內外廣泛讚許。

資料來源：
新京報

王華龍是中國第40次南極考察隊
隊員、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生命學院環
境生態學系副教授，他已經從事極地
海洋病毒的研究近10年，但這是他第
一次參加南極科考。

談及到南極做這項任務，王華龍
告訴記者，氣候變化對南極的各類生
物都會產生影響，海洋裏生存有不少
致病菌，這些致病菌會導致一些海洋
魚類或者浮游動植物大面積死亡。每
當這時，有益病毒就會挺身而出，去
戰勝致病菌，從而使海洋系統保持一
個均衡的狀態，而不至於導致整個生
態系統崩潰。

「病毒不僅僅是對微生物，還對
各種海洋魚類、浮游動植物都是一個
重要的調控者。」 王華龍說，正是基
於這樣的海洋生態和生物的進化，以
及對南極磷蝦資源的保護，他就做了
這樣一個南極海洋病毒的調查工作。

獲50毫升樣本需10小時 滴滴珍貴
在南極進行海洋病毒的收集工作

頗具挑戰，王華龍還需要多次取樣。
例如收集150升的海水，5升的水桶就
需要30桶。海水首先通過200微米孔
徑的濾膜過濾一遍，過濾掉那些肉眼
可見的生物類群，然後再經過3微米、
0.22微米的濾膜過濾，就得到了沒有
任何細菌的無菌水。無菌水再經過一
個濃縮富集裝置的不斷循環、濃縮，
王華龍就收集到50毫升樣本，整個過
程大約10個小時左右。

王華龍告訴記者，此次南極科考
收穫頗豐，他收集到了400餘個病毒
豐度樣品和二三十個病毒宏組學樣

品。相較於此前的海洋病毒調查，他
此次還進行了一個酸化培養試驗，觀
察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對南極海洋病
毒以及生態系統產生的影響。而且還
首次在冰間湖採集水樣，這也是一項
新突破。他特別想了解，冰間湖在爆
發藻華期間海洋病毒的狀況。

「一毫升水裏面有1萬個細菌，
但可能有10萬個病毒。」 王華龍笑着
說，收集病毒樣品也是挺有意思的，
病毒是生物類群中最小的，但其多樣
性又是最高的，而且是最大的群體。

這些樣本也將隨着 「雪龍2」 號
被帶回國內的實驗室，王華龍將進行
海洋病毒的後續研究工作，研究南極
不同站點海洋病毒的密度、多樣性、
基因組以及宿主預測等。相關研究工
程量較大，約需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從老隊員身上看到熱愛和敬業
王華龍告訴記者，在 「雪龍2」

號上，還有中國海洋大學另外3名同
事，與他同屋的則是中國海洋大學極
地海洋過程與全球海洋變化重點實驗
室的史久新教授。55歲的史久新是第
6次參加中國南極科學考察，他第一次
參加南極考察是在1994年，那次也是
「雪龍」 號的首航。

史久新在中國第40次南極考察的
主要任務是進行阿蒙森海水文環境的
調查工作，並在該海域回收5套、布放
4套潛標。王華龍告訴記者，因為任務
繁重，密集工作時連軸轉，史久新根
本沒有時間睡覺休息，但他依然堅持
在崗位上。王華龍說，他從老一輩科
考隊員身上看到了熱愛和敬業。

冷知識

綠色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