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玨、莫楠報道，今年是中國南極科考四十周年。11月1日，由自然資源

部組織的中國第41次南極考察隊劈波向南、破浪出征，在廣州南沙啟航，開啟為期近7個月的科考征

程。據香港文匯報了解，本次科考隊中，有六位成員是從香港選拔的科學家，有四人來自港中大，兩

人來自香港科技大學，是首次有香港科學家加入國家南極考察隊，參與極地科研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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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東航獲
悉，近日，東航已經成功完成了其接收的首架C919飛機B-919A的發
動機更換（以下簡稱「換發」）工作。此次換發成功，進一步檢驗了
中國東航的國產大飛機維修保障能力，填補了國產大飛機在民航維修
能力的一項空白，標誌着中國東航國產航空器工程管理和維修保障能
力邁上新台階。
據了解，東航接收的首架C919飛機，是C919在全球的首架交付

機。在飛機維修項目裏，飛機的換發工作屬於高難度的複雜工作之
一。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本次東航更換發動機主要目的是驗證
C919換發程序可行性，同時實現B-919A發動機梯次管理，提升飛機
安全性。
據東航介紹，C919飛機的整體動力系統（IPS）擁有全新的設計理

念。發動機反推使用了獨特的O型涵道結構，相比其它機型的C型涵
道結構，能減少飛行阻力、提高燃油效率。然而這一獨特設計，也給
維修工作帶來了挑戰。

歷時9天 完成發動機油封等工作
為了圓滿完成C919飛機發動機的首次更換工作，東航技術公司各部

門以及主要進行換發作業的東航技術西北分公司，一同對維護手冊、
工裝使用以及拆裝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難點等進行了逐一梳理和評估，
制訂了完善的工作方案。通過梳理，共識別出C919飛機與其他機型發
動機更換差異10項，制訂管控措施30條，包括針對IPS的特點梳理出
的特殊處理流程等。
飛機發動機的更換主要分為「拆、裝、測」。此次換發開工前期，

東航技術西北分公司提前將發動機托架、O型反推托架、後核心罩托
架、前核心罩吊具等換發工具運送到機庫，將工裝使用的注意事項等
製作成提示卡張貼於顯著位置，組織換發人員對換發工具進行多次操
作演練。東航技術的機務工程師歷經9天時間，完成了發動機油封等
60項例行工作內容和10餘項非例行工作，順利完成了首次換發工作。

「極地考察，船舶先行。」中國

「船舶設計大師」、中國船舶集團公

司第七〇八研究所首席專家吳剛日前透露，在可預

見的未來，中國有望攻克重型破冰船自主設計和建

造技術。中國新一代重型破冰船在極地考察中在時

空領域將有重大突破。 研發不同船型，支撐中國破

冰船「輕-中-重」體系化發展思路，也就是說輕

型、中型、重型破冰船都需要布局，中國極地考察

將從單船向船隊建設布局，是一個體係化的建設。

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

要》明確提出，在極地探測領域，開展極地立體觀

監測平台和重型破冰船研製等科技前沿領域攻關，

開展雪龍探極二期建設。

吳剛說，目前中國已經具備輕型和中型破冰船的

設計、建造能力，現在面臨的技術挑戰就是重型級

別的破冰船，設計、建造重型破冰船屬於破冰船技

術的「金字塔塔尖」，這也是未來需要前進的方

向。

目前全球在役的極地破冰船主要集中在俄羅斯、

美國、加拿大、芬蘭、瑞典、丹麥等國。其中，俄

羅斯是世界上唯一擁有且能够建造核動力破冰船的

國家，目前共擁有七艘核動力破冰船，還有一個小

型的極地漂浮站，因為俄羅斯有開闢北極航道的天

然需求。

新一代重型破冰船將完全國產化
吳剛表示，據了解，目前美國、加拿大聯合芬蘭

準備在未來十年建造70艘至90艘極地破冰船。在破

冰船設計和技術上，與許多環北極國家相比，我們

還有很艱巨的一段路要走，這也是未來中國極地考

察裝備建設面臨的挑戰。

中國新一代重型破冰船什麼樣？「新一代重型破

冰船將完全由中國自主研發設計、建造。」吳剛透

露，目前正在做相關技術儲備和積累。

吳剛說，重型級別的破冰船設計研發，需要解決

低溫環境、防寒設計，以及結構材料、通信導航等

關鍵問題，還有很艱巨的一段路要走。未來更新的

技術將應用到破冰船上，將考慮有人和無人設備，

動力更加強勁，低溫防寒能力更強，更加綠色環保

安全、更加人性化。

吳剛提出，結合個人的工作理解，未來中國極地

裝備在構建國產多棲無人裝備平台方面，可以以實

現「空-天-冰-海-潛」一體化科考模式為目標。吳

剛說，對單個裝備來說，設計再好，效能提升的空

間也是有限的，最大的挑戰是提高裝備之間的效

能，以及立體觀測網一體化的建設，這些工作是未

來的重點。 ●中新社

首架C919飛機完成發動機更換

●●國產大飛機國產大飛機CC919919全球首架交付機首次換發成功全球首架交付機首次換發成功。。 東航供圖東航供圖

南極科考再出征南極科考再出征
港科學家首參與港科學家首參與

中國極地考察將從單船向船隊建設布局
特稿

六人分別來自港中大與科大六人分別來自港中大與科大 首次越冬考察任務將開展首次越冬考察任務將開展

小資料 中 國 現 有 破 冰 船
國際海事組織將破冰船按照破冰能力從PC1到PC7分成7個等級，
PC1級破冰能力最強，PC7級破冰能力最弱。

輕型破冰船
「雪龍」號
中國最大的極地考察破冰船。
1993年從烏克蘭進口後，由中國
船舶集團七八研究所按照中國
需求設計改造而成，能以0.5節航
速連續衝破1.1米厚的冰層(含0.2
米雪)。等級為PC5到PC6之間。

「極地」號破冰調查船
2024年6月交付，能以2節的連
續速度破1米厚的當年冰。等級
為PC6級。

「雪龍2」號
中國首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
破冰船。2019年7月11日正式交
付，能在極地1.5米冰加0.2米雪的
極地環境中以2—3節的航速連續破
冰航行。等級大致為PC3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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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本次南極考察將主要開展南極秦嶺站配
套設施設備建設任務，完成秦嶺站主體建築結

構安裝收尾和內部裝修，科研棟、室外管線、通信基
礎設施、污水處理系統、海水淡化系統、新能源微電
網系統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調試工作，並首次開展
越冬考察任務。
此次考察將圍繞氣候變化對南極生態系統的影響與
反饋開展調查。依託「雪龍」號和「雪龍2」號分別
在東南極普里茲灣、宇航員海、西南極羅斯海、阿蒙
森海及南極半島臨近海域開展生物生態、水體環境、
沉積環境、大氣環境及污染物分布綜合調查監測；依
託崑崙站、泰山站、中山站、長城站開展生態系統、
近岸海洋環境、土壤環境、地質環境、大氣環境、雪
冰環境、空間環境綜合調查監測，深入研究南極在全
球氣候變化中的作用。

應用新技術獲取長周期數據
考察還將廣泛開展科研和後勤保障領域的國際合
作。圍繞國際南極「環行動計劃」「南極考察物物交
換合作協議」等項目，開展國際南極科學前沿領域合
作研究，實施與挪威、澳大利亞等多國合作的恩德比
地區域航空調查任務，探究南極冰蓋接地帶等關鍵數
據空白區域的冰—海—基岩相互作用，支持冰蓋物質
平衡的精確評估和不穩定性研究。與美國、英國、澳

大利亞、意大利、韓國、俄羅斯、智利等國繼續開展
後勤保障等方面的雙多邊合作。
中國第41次南極考察隊領隊王金輝介紹，在科考

的過程中，他們會應用一些新的技術，比如水體環
境，包括水文環境的時候，會應用到一些長時間序列
的潛標，來獲得一些長周期數據，用於分析南極的底
層水對全球海洋的相關的一些影響。

中大學者：南極科考是許多學者夢想
香港中文大學在啟航活動組織了香港科學家參與考

察隊的出征歡送儀式。據介紹，即將參加是次南極科
學考察的香港科學家，有四人來自港中大，兩人來自
香港科技大學，包括港中大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系主任
周達誠、港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及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副
教授徐子祺、港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棋、
港科大海洋科學系助理教授黎吉映、港科大海洋科學
系博士後研究員陳昭良，以及會在稍後加入考察隊行

程的港中大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副教授劉琳。
作為領受旗幟的香港科學家代表，周達誠感到非常

興奮，他表示：「到南極做科研考察，是許多地球及
環境學者的夢想。今次國家支持港中大團隊到南極做
實驗，是對香港及中大的肯定，也是香港科研的重要
里程碑。我們很榮幸成為首批參與南極實地考察的香
港科學家，為日後的科研人員奠下基礎。」
港中大校長段崇智對國家科考隊以及香港科學家致

以衷心祝賀。他祝願中大科學家在未來有更多突破，
為本港、國家以至全球的極地事業發展作出貢獻。
本次考察將歷時近7個月，預計於2025年5月返回
內地。考察隊由來自內地80餘家單位的500餘人組
成。本次考察任務將繼續由三船保障，「雪龍」號和
「雪龍2」號船從廣州出發，主要執行科學考察、人
員運送和後勤補給任務；「永盛」號貨輪從江蘇張家
港出發，主要承擔秦嶺站配套設施建設物資運送任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國
家第四十一次南極考察隊昨日在廣
州南沙啟航，出席啟航活動的香港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
今次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國家在
極地事業上的努力和成就舉世矚
目，體現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強國擔當。香港科學家的入
選，不僅體現了國家對香港極地科
研工作的認可，同時凸顯了香港在
國家科學研發任務中扮演的積極角
色，對香港而言具有非凡意義。
陳國基在啟航儀式前與參與任務
的香港科研團隊互動交流，祝福他
們成功順利完成考察，取得豐碩的
科研成果，又與國家自然資源部副
部長孫書賢、廣州市市長孫志洋、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等一眾主
禮嘉賓登船參觀「雪龍2」號，並
與考察隊隊員會面，向他們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並祝願南極考察隊隊
員們順利完成任務，「科研成果豐
碩，為國家的極地考察事業寫下偉
大的新篇章。」
他提到，這次參與任務的兩艘破
冰船，「雪龍」號和國家首艘自主
建造的極地破冰船「雪龍2」號，
都曾到港訪問。當時在香港更掀起
了極地科普熱潮，各種活動吸引超
過十萬市民參與，提升了市民對國
家科研成就的自豪感，凸顯了國家
對香港的關愛和重視。

冀港科學家為國家科創作更大貢獻
陳國基指出，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國極地研
究中心今年8月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建
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立香港極地科
學創新中心，助香港成為連接內地、通往世
界的極地科技創新平台，支持香港科研人員
參與極地觀測、科研和技術開發，為香港打
造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注入新動力。
他期望香港的科學家充分利用國家提供的
科研平台，充分發揮所長，開展扎實的科學
研究，為國家的科學創新作出更大的貢獻，
並通過香港的國際化平台，向全世界展示國
家在大型極地海洋科研項目的組織能力和領
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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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三起）段崇智，陳國基，自然資源部
副部長孫書賢，廣州市市長孫志洋，以及其他嘉賓
和參與任務的香港科研團隊合照。

●11月1日，中國第41次南極考察隊在廣州啟航，其隊員包括香港六位科學家。圖為香港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右二）和參與任務的香港科研團隊交流。

秦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