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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王学健报道］3月2日上午，中国气象局组织召开会议，纪念人类首次徒步横穿南极

科学探险二十周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首位徒步横穿南极大陆进行考察的中国科学家秦大河回顾了探险

活动。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对人类徒步穿越南极的壮举以及参加此次科学探险活动的秦大河为极地考

察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人类首次徒步横穿南极科学探险活动始于1989年7月28日，秦大河代表中国，与来自美、法、苏、

英、日等国的5名队员一道，组成“1990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从南极半岛顶端附近的海豹岩出发，

历时220天，行程5896公里，穿越南极点，完成了按最长路径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科学探险活动，于

1990年3月3日胜利抵达终点——俄罗斯和平站。 

 

秦大河在横穿南极沿线系统开展了冰川学考察与雪冰样品采集。他以横穿南极期间的实测数据与样

品分析结果为契机，实现了将南极冰川学中一些传统定性研究向定量化研究转变的突破，且紧紧地与全

球变化研究相衔接，形成了一个体系。横穿南极冰川学研究取得的系统性成果，奠定了秦大河在南极冰

川学界的国际地位。施雅风院士、李吉均院士等撰文认为，秦大河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我国冰冻

圈科学和极地冰川学跃登新台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国光说，20年前人类徒步穿越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创造了人类的奇迹。秦大河代表中国和发展中

国家参与这次考察，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勇敢毅力和民族责任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也体现

了中国愿意为人类认识南极、保护南极以及和平利用南极作出贡献的决心和气魄。 

 

郑国光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气象科技工作者要秉承人类徒步穿越南极考察的精神，大力弘

扬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密切配合、真诚协作的团队精

神，志存高远、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踏踏实实的科学精神，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宋长青、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范蔚茗分别发言，对人类首次徒步横穿南极科学探险的贡献和表现出

来的合作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使命感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了解，我国系统的南极实地科考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北极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始于20世纪

90年代。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南极冰盖自动气象站、北极黄河站

和“雪龙号”破冰科考考察船为主体的极地考察硬件支撑体系，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积累了

在极地艰苦条件下完成考察任务的宝贵经验。 

 

截至目前，我国共组织了26次南极考察、3次北冰洋考察、6次北极黄河站考察。其中，1981年至

2009年，中国气象局共派出南北极考察120人次（83人），另有秦大河、效存德等5人次（2人）由中国

科学院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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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南极80公里长巨型冰山崩离 将影响全球气候  

2 中国在中山站建成数据实时传输永久性验潮站  

3 德国科学家观测到南极“冰山撞冰架”全过程  

4 研究发现澳洲旱灾与南极雪多有关  

5 探险南极洲干燥山谷 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区域  

6 科学家绘出迄今最详细南极冰层深处“鬼峰”

图片  

7 我国首次测定格罗夫山最高峰高程2365米  

8 南极冰川加速崩塌将致全球海平面上升24厘米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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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属高校“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名单公布  

2 清华大学新增2009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人选19位  

3 英国皇家研究所最“潮”女科学家“被下岗”  

4 温家宝：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让教育

家办学  

5 中科院院士被指涉百万诈骗 称将诉诸法律维

权  

6 丘成桐：学问不是传说  

7 中国人民大学获巨额捐赠 总额达3000万美元  

8 《自然》调查称失去谷歌将显著影响中国科研  

9 研究称高腰臀比例或沙漏型身材美女尤其令男

性兴奋  

10 我国将选择部分学校开展10项重大教育改革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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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课题，有趣过程，错误“牛”文，长

寿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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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捷报帖！（欢迎顶贴）  

《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美)斯莱特)  

国内外论文投稿、发表方法、技巧、策略和经
验大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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