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向破冰本领强
! ! ! !往南极大陆航行，“雪龙 !”号需航行至中
山站外补给物资，最南航行海域在罗斯海。
“雪龙 !”号能以 !节"#节的航速，在冰厚 $%&

米'(%!米雪的环境中连续破冰航行。“这是大
量数据综合考量的结果，根据历年科考航行在
这些海域遇到的冰情数据而确定的。”
为什么要双向破冰？王建忠解释说，世界

上现有的破冰船都是单向破冰，或船艏或船
艉，各有优缺点。船艉破冰，通常更有力，破冰
厚度更有优势，但对船舶作业而言却往往带来
灾难性的结果，无法留下平静的冰面供运输和
科考作业。船头破冰虽然比较“温柔”，破冰厚
度相对有限，却能留下平静的冰上作业面。所
以“雪龙 !”号决定“鱼与熊掌兼得”，船艏船艉
分别装有 !个螺旋桨，需要谁破冰谁就上。
“‘雪龙 !’号艏向可持续破 )%&米冰和 (%!

米雪；艉向可突破极区 !(米当年冰冰脊。与
‘雪龙’号仅艏向可破 )米当年冰和 (%!米雪
相比，破冰能力大大提升。”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研究员、该船总设计师
吴刚告诉记者，“‘雪龙 !’号还具备全回转电
力推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
#*+!自由转动。”

“雪龙 !”号采用了“国内外联合设计、国
内建造”的原则。吴刚表示，这种中外合作不是
接力棒式的合作，也不是简单地购买国外图纸
和设计，中外双方是相互伴随、深度融合的搭
档。“中方针对该船的长航程特点以及中国科
考队员的生活习惯、作业模式贡献了大量的技
术经验。‘雪龙 !’号的积累与实践，表明我国
已完全具备自主开发设计科考破冰船的技术
能力。”
“为选择国际合作伙伴，我们组建了中外

专家组，对竞标单位打分。最终我们比较认可
芬兰 ,-./北极设计公司对破冰功率和结构设
计的理念。”吴刚表示，“该公司对极地冰情的
认识很充足，但对科考的要求把握不足。”当
时，为了“雪龙 !”号抗风等级，双方还争执了
好久。芬兰方面认为满足国际 01 !++2完整稳
性的要求就已经足够了，但中船七〇八所的设
计团队坚持按我国的海洋调查船特殊抗风力
)! 级阵风标准来衡准，“我们需要穿越西风
带，这样吨位的科考破冰船必须确保科考队员
和科研设备万无一失。”之后船体模耐波性试
验也证明了在确保抗风稳性的前提下可较好
地解决摇摆舒适度的问题。

! ! ! !“雪龙 !”
号带来了很

多惊喜。其中最
大的惊喜便是，“雪

龙 !”号将是国际上第
一艘获得智能船舶符号

的极地科考破冰船。王建忠
透露说，最初立项时没有此项

要求，这是破冰船设计建造团队“自
主加压”的结果，这对新破冰船的智慧

科考、航行安全、航线优化、降低运营成本
都是大有裨益的。

该船设计上以作业区海冰环境的适
航性为首要条件，采用坚固的 34#船体结
构和先进的动力系统设计，性能指标在当
前国际上同类极地科考船中属于先进行
列。“我们首次在船前部采用下沉式箱型
龙骨的船底结构，实现了船底重要声学设
备避免气泡和碎冰影响与航行经济性之
间的协调，这些设备将为我们提供大量海
底地形和鱼类分布的数据。”
王建忠表示，“雪龙 !”号针对科考破

冰船的航行与科考作业要求，面向科考船
的智能船舶规范要求，首先进行完整和全
面的顶层设计架构，开展智能感知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
“雪龙 !”号在交船时，通过智能集成平台

的综合应用，实现集智能航行、智能能效、
智能机舱、智能船体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将设置有六七千个智能感应器、主干亿兆
网速的双回路冗余光纤局域网、)((多个
视频监控、双套通信速率达 25的第五代
海事卫星通信系统，为各极地科考和研究
业务化运行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和平台服
务支撑。同时，结合我国极地科考破冰船
在南北两极的作业特点和管理需求，交船
后逐步增设“智能综合调度”“智能科学调
查”两个智能船舶符号。

有了智能的顶层设计之后，冰区航行
安全将更有把握。破冰船的航行将遭遇多
少不可预知的风险，王建忠对此最有体
会、最有发言权。他驾驶“雪龙”号多少次
到达南北极区，人们津津乐道的“雪龙”号
在南极搭救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
脱离坚冰围困的故事，当时的船长正是王
建忠。有了智能系统之后，多少配载，什么
速度，未来冰情影响，都有了更多参考和
参谋。“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为‘雪龙’
系列后续的更多破冰船的研究分析提供
了更多更翔实的依据。”他说。
据悉，“雪龙 !”号采用多功能、模块

化、可组合、集中式的科考功能设计。综合
实验室'众多科考子系统，可根据不同的
科考任务组合配置。统一的科考数据平
台，将第一时间对珍贵的现场数据分析、
归类、处理、应用；并装载 !!米长柱状采
样器和机械臂、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考察装
备；有了“下可通海底上可达海面”的舱内
月池，原本在甲板上操作的科考取样设
备，将不再遭遇浮冰风险，安全科考系数
大大提高，真正实现“智慧科考”。

! ! ! !“新船也考虑了长航程的人性化设计。
以前搭乘‘雪龙’号，科考队员要和家人联
系很不方便———楼梯信号稍好，经常能看
见大家集体坐在楼梯口给家人发信息。”吴
刚说，“‘雪龙 !’号全船 6787覆盖，能保证
每名科考队员在房间里就能和家人联络。”
“雪龙 !”号船装备了国际先进的海洋

调查和观测设备，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
成和自洽，进而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
境与资源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科研人员
可在船上开展极地海洋、海冰、大气等环境
基础综合调查观测，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的
海洋环境综合观测取样，在极地冰区海洋
开展海底地形、生物资源调查。新船基本具

备“摸边探底、潜力评估”的调查能力。
此外，“雪龙 !”号除原配有的一架卡9

#!直升机外，还新增配备了一架莱奥纳多
,6)*:型直升机，使我国极地考察航空保
障又增添了新装备。
“雪龙 !”号预计于明年上半年交付使

用。届时，我国极地科考将结束多年来依靠
“雪龙”号单兵作战的历史。据悉，今后“雪
龙”号将主要承担物资运输补给任务，而
“雪龙 !”号则将主要承担科学调查和研究
工作。“重型破冰船是未来我国极地战略下
一步亟需发展的重器，我们已经开始规划
重型破冰船的研制，期待‘雪龙’系列有更
多的成员。”吴刚如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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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2”号 双向破冰穿梭两极
首艘!中国造"极地破冰船明年将执行科考任务

小巧身躯更灵活
! ! ! !单枪匹马的“雪龙”号终于有“弟弟”了！
!()*年 )!月 !(日，在位于长兴岛的江南造
船厂切割车间，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顺利完成了第一块钢材点火
切割。“雪龙 !”号采用总段建造法，即按照电
脑建模方式，将船体分为 ));个分段，然后再
将分段总组成 ))个总段，))个总段按照从艉
向艏、从下往上的顺序进行合龙。

昨天下水的“雪龙 !”号集众多“国内第
一”或“国际首次”于一身，有着“十八般武
艺”。它长 )!!%&米，宽 !!%#米，吃水 <%2&米，
吃水排水量约 )#::(吨，航速 )!节至 )&节，
续航力 !万海里，自持力 *(天载员 :(人。它
不仅具有国际领先且首次应用的双向破冰能
力，还配有集中实验室格局和月池系统，并装
载 !!米长柱状采样器和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考
察装备，是能满足无限航区和南北两极海域
航行和科学调查作业要求的“绿色船舶”。

为什么“雪龙 !”号的个头比“老大哥”———
“雪龙”号小巧好多？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船型？
关于昨天下水的这艘极地新船，你也许和记者
一样充满好奇。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破冰船建
造工程部副总指挥、曾多年担任“雪龙”号船
长的王建忠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关于新船的
答案，其实早在十余年前就陆续有了雏形，我

国第一艘自
主建造的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的
前期调研和认证工作
已有十年时间。
“弟弟”的个头为什么

比“哥哥”小？王建忠介绍说，
“雪龙 !”号将以科考任务为主运
输任务为辅，与以运输任务为主科考
任务为辅的“雪龙”号，配合默契。个头
小，赋予了“雪龙 !”号更好的机动性，让它能
够到达更多海域。比如，遇上合适的冰情，“雪
龙 !”号将更容易到达北极点。
至于船型设计，也是为南北极考察量身定

制。既要能在冰区航行，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又
要能抵抗西风带的剧烈颠簸，还要满足多学科
科考要求。所以，“雪龙 !”号采取封闭式前甲
板，尾部则安排了大量科考作业区域。

智慧科考智慧护航

更多国际一流设计

明年，南极大陆的阿德利企鹅一
定诧异，到访的中国客人有些不一样———

熟悉的“雪龙”号紧跟另一艘破冰船结伴前行。
没错，领头的就是“雪龙”号的“弟弟”“雪龙2”号。由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设计、江南造船
（集团）自主建造的我国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昨天在江南
造船集团上海长兴基地正式下水，并命名为“雪龙2”号。

新船下水后还将进入系泊试验、设备安装调试和内部装修
等，根据计划，“雪龙2”号将于2019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执行我国极地考察任务。据透露，“雪龙2”号启航
的第一年，可能就要开始“环球远行”，北极南
极两极跑。未来，具有双向破冰能力、
满足最新国际公约的“雪龙2”
号将成为中国探索极地、
发现未知的又一国
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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