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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底部看冰盖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冰川学家、我国第 !!次南极考察队领队
孙波，今年早些时候在南极执行考察任务
期间，先后收到了英国南极调查局和美国
自然基金委的电子邮件，均是询问中国科
学家关于南极冰盖的科学观点。“国际上
近来对南极冰盖投以前所未有的强烈关
注，主要因为其融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最
有力的推手。”孙波告诉记者，在全球气候
变化领域 "#$%年关注度第一的文章，是
通过模式计算提出一种颠覆性的预
测———在人的一生（$&& 年）的时间尺度
内，全球平均海平面存在产生 $米量级重
大变化的可能性。于是，科学界有了共识，
要从冰盖底部看冰盖，而过去 "&年里，南
极冰盖考察最常用的手段是卫星遥感，局
限于表面看冰盖。
“我们过去两年在南极做了很多前沿

科学研究工作。”孙波透露，一是得益于国
际一流的现代化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平
台，中国拥有了从冰盖底部看冰盖的能
力；二是锁定冰盖覆盖面更大、对海平面
触动力更大的东南极，为南极冰盖科学版
图补上了最后一片空白。
国际南极冰盖考察前沿“最后一块未

知拼图”，指的是位于东南极冰盖的伊丽
莎白公主地。“经过 "个夏季的系统性综
合航空探测，我们基本摸清了伊丽莎白公
主地的冰下环境特征。”在第 !"次南极考
察中，中国科学家在伊丽莎白公主地发现
了地球上最大的峡谷、最大的冰下湖与冰
下水系；刚刚完成的第 !!次南极考察，又

获得了冰下湖的高分辨率三维立体结构，
并发现了冰盖底部水流方向的突然转变。

保存最珍贵的深冰芯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冰库里，保真

储存着不少宝贝，最珍贵的无疑是一段段
晶莹剔透的深冰芯，来自建在南极冰盖之
巅———冰穹 '的昆仑站。冰芯科学是极地
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与其他沉积物相比，
冰芯的分辨率高，信息量大，可谓地球“气
候天书”的最佳“朗读者”。据孙波介绍，
"&&(年持续至今的冰穹 '深冰芯探测，

累计深度已突破 )&&米，涵盖过去 $!万
年的气候环境变化记录。

航向地球最遥远的海
圆满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上月顺利回

到上海的我国第 !!次南极考察队，还打
破了全球科考船最南航行纪录。"&$*年 +

月，雪龙号抵达南纬 *)!,+-(*."。目前，全
世界所有船只到达的最南纬度纪录，是一
艘新西兰游轮在 "#+%年 "月创造的，仅
仅相差 ""。“科考船的个头比游轮大得多，
机动性也就差得多，这个纪录对科考船而

言已属极限挑战。”此前，雪龙号还曾历史
性地完成北极东北航道的中国船只首航。
孙波解释说，对极地科考而言，比挑战航
行纪录、开辟航线更有意义的是现场调查
南北极高纬冰区海洋的快速变化。“第 !!

次队难能可贵地见证了自 +(*)年有卫星
遥感资料以来南极海冰历史最少量。”

望向宇宙更深处的光
不远的将来，我国又将新添多件极地

科学探索的“超级工具”。前期工作已证
实，我国南极昆仑站所在的南极冰盖之
巅，是地球表面最理想的天文台站选址。
现在，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国
内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中国
南极昆仑站天文台，已拉开建设的序幕。
与此同时，中国—冰岛联合极光观测台，
正在冰岛第二大城市阿库雷里抓紧建设
中，未来可望成为国际上开展多学科北极
研究的开放平台和面向公众开放的极光
科普平台。

下一站!更有远方
罗斯海，地球上最南纬度的边缘海，

多学科前沿聚焦的科研圣地。那是一片有
故事的海，英雄时代，多少探险家从这里
登陆南极；如今，又汇集了多国考察站，其
中包括全南极洲最大的科考中心———可
同时容纳 +###多人的美国麦克默多站。
中国也即将加入其中，在罗斯海地区建立
南极第五站，目前已基本确定选址在难言
岛。“对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而言，还
有更多‘下一站’更多‘远方’。走出金桥路
上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我们正朝着世界
极地考察强国的方向努力。”孙波如是说。

本报记者 董纯蕾

!科创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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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供图 视觉中国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周永媛）
神经信息监测及刺激增强一体化智能特
战服、变色龙仿生智能超材料在军事伪装
隐身上的应用、电动人工肌肉马达、辅助
阅读智能眼镜、模拟自然的人工地球碳循
环……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举办首届
“源创杯”颠覆性技术创新创意大赛，

共收到校内外科技爱好者的 !"+! 个提
案，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提案并非“胡思
乱想”，而是具有科学性的设想与创新。

化石能源短缺，人类必需探索缓解二
氧化碳累积及化石燃料短缺的方法。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博士生杨阳在金放鸣
教授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利用生物质水热

原位转化二氧化碳的新方法，模拟地质高
温高压水热条件，人工再现水热还原二氧
化碳有机物的自然现象。

读外语时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戴上智
能眼镜多看两眼就能“看出释义”，这样的
奇思妙想由上海交大外国语学院的大二学
生阎旭提出，她希望基于在线词典、语料库

与眼动技术开发一款辅助阅读的智能眼
镜，能够通过识别人们的眼球轨迹读懂“心
思”，适时呈现翻译内容。这个项目入选优
胜作品行列，大赛组委会还为她的后续工
作提供技术实现、创业等方面的支持。

本次比赛还设置了跟踪支持的特殊机
制，组委会在赛中及赛后组织来自相关科
技管理部门、重点行业的专家对大赛作品
进行分类引导。协办单位上海交大国家大
学科技园将在赛后组织国内知名创投公司
对参赛作品进行独立评审，从中挑选具有
市场潜力的作品进行双创辅导，最大程度
为创新创意提案提供多种渠道支持。

交大寻找颠覆式创新技术
收到的 !"#!个提案让人眼前一亮

! ! ! !世界上大概再没有第二个国际大都市! 像上海这般拥有探索南北两

极的"直通道#了$中国目前唯一具有破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雪龙号!

母港只有一个%%%上海!那里也是我国极地考察唯一的国内基地$我国第

一条自主建造的双向破冰极地考察船!建设也在上海$我国唯一专门从事

极地考察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还在上海$ 对上海而

言!地球两端的南北极绝不仅仅是&世界尽头#的&诗和远方#!值得自豪的

是!那更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科技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