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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雖寒熱情高 燃起港青科考夢
「雪龍2」號科學家向學生傳授「極光攻略」

國家極地探索團隊縱使要面對寒冷極端環境，他們對科研的熱情，卻點燃起香港

青少年的奉獻精神及科學理想。訪港的極地科考破冰船「雪龍2」號的科學家們昨

日兵分兩路，分別在香港科學館及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學生進行科普對談。其中在

科學館的活動，有來自20多間本地中學的逾250名學生參與，並同步展開線上直

播，由團隊中的極光專家楊惠根和天文光學研究專家李正陽，分享極地科考期間的

趣聞和知識。楊惠根鼓勵對極地有興趣的香港青年積極投身有關事業，「維持考察

站的運轉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未必一定達到很高學歷，在確保運作的前提下，才

能展開具體學科的研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培僑中學中五學生陳
開元：我很幸運有機會

向科學家提了問題，詢問國家自主研
發「雪龍2」在科研方面的意義，他
們認真回答了我。這是我第一次近距
離接觸極地科學家，聽他們的故事。
我對於科考探險很有興趣，希望有一天能像他們一樣。

科 考 探 險 感 興 趣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培僑中學中五學生盧彥棋：我
是文科生，此前對於極地知識了解不
多。通過科學家的講解，我了解到北
極和南極極光的不同，也粗淺了解了
極光的形成原理。我以為科技進步，
極地研究不再需要那麼辛苦，但是科
學家們講到在科考站之外的環境做研究還是非常艱辛，
我感到很震撼，更敬佩他們了。

了 解 科 考 艱 辛

北角協同中學中四學生徐凌：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科學家展示的極地生
物圖片，有企鵝，很可愛，也很喜歡
美麗的極光。另外科學家介紹「雪龍
2」技術非常先進，在世界上是一流水
平，我為祖國的科技發展感到驕傲。

難 忘 極 地 生 物

在港中大交流期
間，在場港生積極
向科學家提問，特
別好奇他們在極地
生活的所見所聞。
科學家隨即分享珍
貴的極光照片，又
介紹了跟企鵝、海
豹等動物近距離接
觸的經歷。羅光富
特別提到，從2014
年開始參與極地工
作，見證「雪龍」
號到「雪龍2」號的多項變化，無論是科考設備、實
驗面積及人員保障條件等方面均有很大提升，十年來
充分體會到祖國極地科考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不斷提
升，深感自豪，也讓他更加堅定繼續從事這項工作。
學生最為關心科學家在極地生活的感受。胡澤駿

憶述，到南極之前，以為這裏是不毛之地，「到來
後才發現，這裏有非常宏偉的冰山、潔白的雪原，
讓人的心靈變成很空靈的狀態，比我最初的想像要
提升很多。」

冬天需冒強風作業
紀拓表示，南極有很多可愛的動物，但在冬天
時，大自然也有殘酷一面，「像我們經常要冒着強
風出去作業，真的非常痛苦，尤其在不戴手套操作
儀器時，幾分鐘就要換人接手。」
王安良談到南極氣候變化的觀察。今年，團隊在
「中山站」測到的最高溫度是9.6度，這對冰川影

響非常明顯。在 1
月底至2月初，在
「中山站」會聽到
冰山崩塌的聲音，
「就像放鞭炮一
樣，時不時都會聽
到。」當冰川流到
海裏，又會對海洋
生態產生影響。
「雪龍 2」號於
2019年下水，羅光
富全程參與試航及
考察，「對比兩船

的工作條件，『雪龍2』號在科考設備、實驗面
積，還有自身保障條件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提
升，可以支撐更多科學家上去開展工作，實驗面積
也非常寬闊，不用幾個科學家擠在一張實驗桌面上
處理樣品。」
同時，「雪龍2」號先進的氣象預報系統，可有

效減少船上人員暈船天數；而先進的冷藏保鮮系
統，可以讓蔬菜保存近3個月，可維持隊員營養。
羅光富又提到，很多內地高校都積極研製很多無
人觀測設備，「這樣科學家只要在室內留意和整理
數據，大大保障了人員的安全。」
他表示，兩個考察站常年都有科考人員駐守，但在
2020至2021年疫情期間難以補給，餘下物資卻不足
以再用一年。當時收到任務，無論克服任何困難也要
為隊員補給，最終團隊在全程只有一次補給的情況下
完成艱巨任務，而正是當時堅持進行南極考察，持續
觀察的數據才沒有中斷。◆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生動分享極地趣聞
冰山崩塌聲如炮仗

◆「雪龍2」號科學家們在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學生進行科普
對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港中大
昨日下午舉辦了「與雪龍2號科學家對
話」學生會議，超過300名中大學生及本
港中小學生與相關科研人員交流。其間，
科學家分享了第四十次南極科考成果，強
調極地地區對全球氣候系統的重要性，又
分享道，考察隊除了需要海洋學家和不同
科研學者參與外，還需要氣象預報員、雪
地車操作員、隨隊醫生和廚師等不同崗
位。他們鼓勵香港有志的學生按個人興趣
培養一技之長，並主動關注相關的招募消
息，參與其中的工作。
中國極地研究中心（中國極地研究
所）高級工程師羅光富昨日到現場與學
生分享，同一時間位於南極「中山站」
的站長、空間物理學家胡澤駿，負責天
文觀測的副研究員紀拓，以及負責海冰/
氣象監測的高級工程師王安良則透過視
像通話方式，和在場香港學生分享極地
研究的成果及在當地生活的見聞。
羅光富主力從事極地海洋生態調查和標
準研製，至今已八次參加中國南極考察及
北極考察。他向學生們介紹極地考察從
1984年開始，至今已是40周年，當中有
多項成果，例如2009年中國極地研究中
心團隊發現南極冰蓋起源地，可追溯至
3,400萬年前；2022年有團隊集成北冰洋
28年船載觀測數據，揭示北冰洋海洋酸化
速率為全球最高，且是全球其他開闊大洋
的3倍至4倍。「這些觀測結果是人類認
識自然環境的基石，只有認識到氣候變
化，我們才能更有效地制定保證措施，去
保護生態系統，積極地應對。」

工作心得關鍵在於團隊合作
有學生問到在極地從事科研工作的心

得，羅光富認為關鍵在於團隊合作，因
考察隊每個科考人員身上都承擔了非常
多任務，但每個崗位可能只有一個人，
例如做企鵝觀測的科學家，如要到較遠
的地方開展觀測行動，就需要依靠機械
師或直升機飛行員來接送，互相合作。
有學生提問到，如何可以參與極地考察

工作，羅光富分享，每次出動都需要派一
兩位氣象預報員在「中山站」和「長城
站」工作，「可以和內地的海洋高校合
作，讀海洋專業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如此
參加我們這個基地考察的機會就非常
大。」即使本身未必有志於科研，團隊也
需要飛行員、電子工程師、醫生等崗位，
「如果你炒菜出色，可以來當廚師，我們
都是面向全國公開招募的，大家有興趣可
以關注我們極地中心的公眾號，見到有招
募消息時主動填報。」
羅光富特別提到，今次「雪龍2」號訪

港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促進學術交流合
作，「特別是與香港各大學之間，如果說
香港的實驗室條件比較好，或是分析能力
比其他實驗室更先進，我們可以採集樣品
後共同分析。」長遠而言，或可建立合作
機制，讓數據分析得更加準確，進而對相
關單位的未來政策制定提供更詳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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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學生們把握機會向「雪龍2」號科
學家們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楊惠根是中國南極和北極科考隊領隊兼首
席科學家，曾率隊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南

極內陸考察站「崑崙站」。他形容，約20人
的考察隊就像一個小社會，成員有廚師、醫
生、網絡工程師，也有管道工、木工、記者
等，部分人員更是身兼多職。
他介紹，人類的極地探險歷史可追溯到數百
年前，不少探險者因此葬身冰海，但人類探尋
的步伐沒有因此停止。目前學術界已初步揭開
極光的秘密，是一種電流體系，會擾動地球磁
場，極光對無線電通信、衛星及跨極航空飛行
有深刻的影響。

研究極光盼掌握規律
「極光中有一種現象是極光亞暴，它的能量

非常高，甚至可能相當於10顆廣島原子彈。
而載人航天器、衛星對電子非常敏感，一枚電
子就有可能毀掉一顆衛星。我們研究極光，希
望可以掌握規律，預知其發生時間、區域，在
極光發生時，主動關閉儀器或避開。」他說。
他又指，觀察極光需要在極地內陸度過一整
個冬天，時長近4個月，雖然科考隊會攜帶充
足的食物，但進食新鮮蔬菜仍非常艱難。「經
過4個月的時間，哪怕是最耐放的土豆、洋蔥

也都爛掉了。在南極種菜也不容易，最需要對
抗的是水分揮發，我們有一次終於成功種出了
兩根小黃瓜，大家都覺得太珍貴了，最後把黃
瓜切成最薄的薄片，盡可能分給所有人吃。」
本身是中國科學院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
所望遠鏡新技術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正陽，是
「雪龍2」號南極科學考察內陸隊員，其工作
是在空氣稀薄的南極內陸進行天文觀測。他
分享說，南極大氣是整個地球最透明、最乾
淨的，幾乎沒有散射，天文望遠鏡可清晰地
觀測到各種太空天體，而整個南極的最佳觀
測點位於被稱為「人類不可接近之極」的冰
穹A上，該處是南極冰蓋至高點，他曾三次
登頂。
他憶述，從「中山站」前往觀測點的旅途，

一路可謂驚險重重，既有視線完全遮蔽的「白
化天」，也有恍如巨口的冰裂隙，科考隊會攜
帶大量的燃料和食物，唯獨不用準備淡水，隊
員們口渴時會飲用融化的雪水。

連線「中山站」了解隊員日常
對談還包括是與千里之外的南極「中山站」

科學家連線。參與連線的南極「中山站」副研
究員紀拓向港生提到，站內設施較上世紀九十

年代大幅進步，現在有網絡供應，科考隊員可
隨時與家人視頻聯絡，還有體育館、娛樂室
等，甚至還有Xbox遊戲機，工作之餘大家有
許多休閒方式，還會與附近其他國家的科考站
隊員互動。
昨日為對談活動主禮的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致辭時表示，希望學生能學習考察隊刻
苦奉獻的精神，傳承科研使命。
是次對談活動由綠色未來基金總會和香港極

地研究中心主辦，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
女探險家李樂詩等亦參加活動。

▲李正陽介紹他在南極內陸進行天文觀測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學生與「雪龍2」號的科學家們及南極「中山站」科學家對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極光專家楊惠根和天文光學研究專家李正陽，分享極地科
考期間的趣聞和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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