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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25次南极考察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久、任务最重的一次考察，204名考察队员充分发扬“爱

国、求实、创新、拼搏”的南极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系列丰硕的考察成果。 

 

成功建立南极内陆考察站 巍巍“昆仑”屹立在冰盖之巅 

 

海拔4093米的冰穹A地区，是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也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这

一区域除了中国科考队员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登顶以外，还没有任何国家的科学家从地面到达

过。第25次南极考察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冰穹A地区建成我国第一个内陆考察站——中国南极昆仑

站。 

 

内陆考察队28名队员克服高寒、缺氧、极端环境下冻伤、高原反应、强紫外线、体能下降等重重困

难，凭借着国内反复组装演练练就的过硬技术，成功解决了南极高原软雪基础和极端低温下的施工难

题，于2009年1月27日胜利建成昆仑站。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致电祝贺。2月2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中

山站通过电话连线方式主持了昆仑站开站仪式。 

 

建成的昆仑站能满足20-25名队员度夏科考工作需要，能够支撑我国即将在内陆冰穹A开展冰川学、

天文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空间物理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实施冰川深冰芯科学钻探计

划、冰下山脉钻探、天文和地磁观测、卫星遥感数据接收、人体医学研究和医疗保障研究等科学考察和

研究，提高我国对国际南极科学的贡献率。以昆仑站为基点，我国的科学考察还将辐射南极点、分冰岭

地区，开展更为广泛的考察工作。 

 

昆仑站的建成，这标志着我国已成功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第一方阵”，成为继美、俄、日、法、

意、德之后，在南极内陆建站的第7个国家，是我国从极地考察大国向极地考察强国方向迈出了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圆满完成两站改造 “长城”、“中山”旧貌皆换新颜 

 

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的两站改造项目，是我国第25次南极考察的重点任务之一。考察队克服了冰情

复杂、气候恶劣、施工人员有限等一系列困难，经过2个多月的顽强拼搏，完成了长城站综合活动中

心、科研栋、污水处理栋、废物处理栋、锅炉房共计1817平方米主体建筑及室外管线铺设的扫尾工程。 

 

同时，全面铺开了中山站站区改造工程，完成综合楼、综合库、车库、特殊观测栋、污水处理栋和

废物处理栋共计3858平方米建筑的钢结构和车库、综合楼围护结构安装工程。长城站和中山站卫星系统

(VSAT)相继完成安装调试，开通与国内的传输链路，实现了与国内全时在线的数据和互联网通信。 

 

南极考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能力保障是科学考察的前提。极地考察“十五”能力建设两站改造项

目的实施，全面提升了考察站科考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为我国极地事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保障平

台。 

 

顺利实施“熊猫”计划 取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研数据 

 

国际极地年中国PANDA计划包括普里兹湾海洋综合考察、埃默里冰架综合考察、站基协同观测、格

罗夫山综合考察以及中山站-冰穹A断面综合考察等五部分。第25次南极考察实施了普里兹湾海洋综合考

察、埃默里冰架综合考察、中山站-冰穹A断面综合考察和站基协同观测等四个方面考察，为科技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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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常规观测、科技支撑计划、863高新技术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获取了大量宝贵的

第一手科学数据和样品。 

 

普里兹湾海洋综合考察旨在研究普里兹湾海洋与南印度洋和艾默里冰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全球

变化中的作用，本次考察获得了大量走航观测数据和3500份样品；埃默里冰架综合考察以冰架与海洋相

互作用为科学目标，开展了冰架运动速度、表面高程变化和表面物质平衡状态观测，获取了宝贵的精确

定位数据和初始观测数据。 

 

我国内陆冰盖考察队员还在中山站-冰穹A沿途及冰穹A地区开展了雪冰、大气、空间物理、地球物

理、天文观测和冰芯钻探，完善了中山站-昆仑站断面冰川学观测系统，新安装3台磁力计和4个自动地

震台，建立了天然地震观测网络和地磁观测链开展空间和地球物理观测，在冰穹A进行了天文CSTAR和

PLATO观测系统维修与设备更换；采集了队员血样和心功能测试等数据，用于人体医学研究。 

 

在考察期间，我国中山站、长城站还参与了国际极地年的全球观测网络国际协同观测。成功建立中

山站重力基准，进行绝对重力观测，填补了我国在东南极地区的绝对重力测量的空白。 

 

考察期间，考察队还参与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参加了国际极地年AGAP计划后勤保障任务，接待了摩

纳哥王子访问中山站，与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的考察队、考察站进行互访，并就海冰运输勘

测、内陆天文观测、冰穹A地区气象趋势、生物样品采集、站区规划、队员医疗健康等方面与美、澳、

俄等国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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