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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前言

2009年，是我国首次组织开展南极考察25周年，也是我国在南极大陆建立中山站20周年。作者以亲身
经历的我国南极考察的难忘历程，饱含激情，用翔实、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珍贵
史实，向世人讲述了南极科学考察队员的不凡经历、在冰雪南极亲历的艰难险阻以及南极地区特有的
迷人风光和神秘的动物世界。作为我国南极中山站建设的组织者、参与者和亲历者之一，作者更是用
纪实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南极中山站建设的难忘历程，让我们在了解到我国南极考察历史进程
中这一重要事件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国老一代极地考察工作者所表现出的“爱国、拼搏、求实
、创痛新”的南极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也是《南极条约》缔约50周年。作为《南极条
约体系》一书的中文译者，作者还在本书中介绍了曾经经历的代表我国参加“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
公约”和“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的谈判历程，这有助于我们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基本
原则有一个系统全而的了解。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在纪念我国南极考察25周年之时，《惊险与
神奇的南极大陆》一书的出版发行，让我们从作者的视角对我国开展南极考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深
切的体会。如今，我国已在南极先后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和昆仑站，在北极建立了黄河站，伴随我
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正在朝着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方向快速发展
。凹顾我国极地考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一批批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极地科学
考察工作者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位处地球表面最南端的冰雪世界——南极洲，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
但相信大家读过此书后，会感到其实它离我们很近，它的神秘面纱将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揭开，我们
将会通过本书看到一个鲜活的极地世界，我们也将真实地认识和了解我们心中的英雄——南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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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内容概要

《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是一本既有趣又充满科普知识的图文书。该书作者曾经两次下南极考察，
为中国在南极建立考察站选址。他将南极之行中的惊险历程、所见所闻融成一幅幅画面，一串串故事
，使读者在读故事中获得许许多多的有关南极大陆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让你在茶余饭后增加了一些
有关南极问题的轻松愉快的话题。

Page 3



《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作者简介

李占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审。
　  译著有《南极条约体系》《海洋污染》《技术与海洋学》等作品，并多年为《世界知识年鉴》“
南北极篇”撰文。
    一九九零年五月九日曾为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党接见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时承担翻译
工作，曾分别为中—美和中—法长江口海洋调查学术研讨会承担同声传译工作。
    作者多年参加由外交部条法司牵头组成的国家代表团出席南极矿产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外交谈判
；曾经在半年之内两次下南极，亲手将“中山”旗帜插在拉斯曼丘陵，为“中山站”选定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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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惊险的旅程第1节 使命南极洲，又称第七大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人类社会
至今对其知之甚少的大陆，也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土著人居住的大陆。从古希腊传说中的神秘的“南方
大陆”到电视屏幕上时时曝光的南极洲，这个冰雪大陆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个躲在平
均厚度为2300米冰盖之下的大陆，仍然充满了未知与奥秘。是谁发现了南极洲？南极洲有哪些矿物资
源和生物资源？南极洲曾经经历过哪些地质和气候的变化？南极洲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全球气候变暖对南极冰雪大陆有哪些直接和潜在的影响⋯⋯此外，人们常常会问：南极洲属于谁？
谁在管理南极洲？国际社会通过什么机制管理南极洲？这个管理机制同联合国是什么关系？中国在现
有的南极洲的管理机制中作用如何？想了解南极，必须走进南极！这里我真诚地邀请您和我一道走进
南极，去经受南大洋恶风险浪的洗礼，去体味冰封大陆的低温酷寒，去仰视连绵巍峨的冰峰雪岭，去
接近南极大陆的稀有动物企鹅、海豹，去探讨这块冰雪大陆上存在的热点问题——诸如环境问题、资
源问题、领土主权的纷争问题⋯⋯二十年前，当去东南极大陆为中山站选址这项极具开拓性的工作任
务降临到我的头上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因为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使命。我的南
极经历告诉我，在冰雪大陆选址建站虽然不同于在国外建大使馆，但确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我们
将在那片远离祖国的冰雪大陆升起中国的五星红旗，按着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站区行使管辖权，促
进同外国考察站的沟通与合作，同时还要开展科学考察、实行对所在地区的环境管理，并行使对其他
国家的南极考察站的视察权。显然，我的中山站选址之行无异于出使第七大陆。1985年2月我国在西南
极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上（62°12''59''S；58°57'52''W）建立了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
”，从而掀开了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第一页，为以后全面南极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但“长城站”不
在南极大陆本土，尤其对于东南极大陆的科考很难提供有效的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决定于1988～1989
年度在东南极大陆本土再建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使之成为我国深入东南极腹地开展科学考察的基地
和大本营。最初拟定由办公室主任郭琨和一位学测绘专业的同志，随澳大利亚的南极科考队赴东南极
大陆进行建站的选址考察，后改由我和郭琨主任前往。我理解这和我是学习英语出身，多次参加南极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国际谈判，比较熟悉南极条约事务，遇到事情有利于对外沟通有关。实际上，在我
们从国内出发之前，有关东南极建站的计划和准备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中。包括科考队、建筑施工
队、后勤保障人员、医生、记者，外加一个《长城向南延伸》的电视剧摄制组（导演为唐毓春，著名
演员有金乃千、郑再石、张国立等人），以及“极地号”上的船员，一个总共110多人的队伍，已经处
在完善他们的最后准备工作的阶段。所以由我们两个人组成的先遣组的使命明确而艰巨：我们必须在
“极地号”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在东南极选定船可靠岸，人可登陆，陆上可建站的“中山站”站址。
我们两人犹如古代大战中的正副先行官，临时受命出战，不能言败，必须取胜，否则后续的大规模战
役便无法展开。没选定站址，何以谈建站，如果站址选得不好，势必事倍功半，劳民伤财。偌大的东
南极地域辽阔，但具备建站条件的地方却寥寥可数。因建站选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面积足够平
坦的地域，以满足相应规模的科学考察站的建设和发展；☆要濒临淡水湖，有足够的饮用水和生活用
水的水源；☆要临近海上登陆点，以便于修建码头，将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运入站区；☆预选站址必
须便于科考队挺进南极内陆，以满足我国深入广泛地开展南极科学考察的需要。我在1987年底曾随国
家海洋局陈德鸿副局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过澳大利亚南极局，并就我国在东南极建站一事向澳方咨询
过。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詹姆斯·布利索（JamesBleasel），副局长芒克（Rex.Moncur）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澳方基于其多年南极考察的经验向我们提供了两处船舶可进入、人员可登陆的地区：一处是拉
斯曼丘陵地区（LarsemannHills），另一处是邦戈丘陵（BungerHills）地区。回国后经研究决定，基于
深入南极大陆腹地开展科学研究的需要，确定拉斯曼丘陵地区为首选考察地域。鉴于南极不通航，我
们只能搭乘其他国家的科考船赴南极进行选址考察活动。拉斯曼丘陵地区只有前苏联的一个常年站—
—“进步站”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夏季站——“劳·基地”。从方便选址考察的角度出发，搭乘前苏联
的科考船可直接到达拉斯曼地区；如果搭乘澳大利亚的科考船只能到达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站”，从
“戴维斯站”到拉斯曼地区还要穿越近百公里的南极冰盖，这一段冰盖上有很多巨大的冰裂隙，对于
车辆的行驶隐含着很多困难和危险。但当时中国和前苏联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政府所属的机构的层
面上还缺乏合作基础，为此我们只能舍近求远，选择搭乘澳大利亚的科考船进入拉斯曼地区。根据澳
方的承诺，澳方在他们租用的德国的“冰鸟号”考察船上为我们预留了两个床位，我们将随澳方
的1988～1989年度的第一个航次进行我们的选址考察。1988年10月5日，我们乘中国民航飞抵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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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转机飞往澳大利亚的南极局所在地——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霍巴特。考虑到当日是周六，我们生
怕打扰主人的周末生活，因此没有提前通报行期，我们准备自行安排旅店休息，待周一再去见澳南极
局新任局长瑞克斯·芒克。但当我们去取行李时发现身着便装的瑞克斯-芒克正张着双臂向我们走来，
没想到芒克局长竟然亲自驾车到机场来接我们。他把我们直接接到他们家，并设宴为我们接风。我们
深为主人的盛情好客而感动。周一，他向我们讲述了为我们选址所做的详细安排，并将我们介绍给了
航次队长马丁-白茨先生。根据澳大利亚对南极考察队员的要求，我们在那通过了当地医院的体检，在
澳南极局接受了在船上的应急自救方法培训，准备乘“冰鸟号”开始我们的南极之行。我们将随船考
察南大洋“西风带”的海况、冰情、航线以及拉斯曼地区的地形、淡水资源、船舶停靠条件等要素，
为我国“极地号”南极考察船的南大洋航行和建立“中山站”做必要的技术准备。塔斯马尼亚州地处
澳大利亚大陆南端的一个大岛上，地理位置犹如中国的海南岛；不同的是海南岛是中国最热的地方，
而塔斯马尼亚岛虽然也在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却是澳大利亚气温最低的地方。因为澳洲地处南半球，
气候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的夏天是他们的冬天，他们的春天是我们的秋天。我们是南方地区接近赤
道，他们是北方地区接近赤道。霍巴特市是澳大利亚最接近南极的城市，这个城市和南极有很深的历
史渊源，人类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挪威阿蒙森探险队就是在霍巴特向世界宣告他们登上南极点的消息
的。如今的霍巴特是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南极局的所在地。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弥
漫着浓烈的南极色彩，市里有闻名遐迩的国家级南极管理与科研机构，码头上停泊着从南极往返的破
冰船，南极为这个小城带来了很多商机和从业机会。霍巴特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山城，市郊的惠灵顿山
海拔1270米，德温特河穿过市区静静地注入南大洋，造就了霍巴特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这里年平均
气温为摄氏21℃，最低气温仅-3℃，是一个适于居住但不太好找工作的花园城市。10月13日下午，霍
巴特港马阔里2号码头一片沸腾。澳南极局的同事，考察队员的亲人、朋友们云集码头，大家互道珍
重，话别。送别仪式简单而亲切。孩子们在船上船下跑来跑去，他们把一条又一条彩色纸带的一头缠
在船舷或船上亲人身上，再把另一头绕在地面灯杆或在码头上送行的亲人身上，如此往返多次，在船
舷与码头之间编织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下午5时，“冰鸟号”发出三短一长四声鸣笛，拖着飞
飞扬扬的彩带，载着亲人和同事们的美好祝愿，徐徐驶出港湾。我们也就此开始了为在东南极建站而
进行的预选站址的南极考察之旅。

Page 7



《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编辑推荐

《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神奇的大陆，科学的天堂。用你小小的好奇心点亮科学的盏盏明灯。一
本带你迈向地球上：最偏远、最寒冷、最充满奥秘的南极大陆的书。多么有意思啊，当你站在南极点
上原地转上圈，就相当于环球一周。此时你却找不到南方，因为南方在你脚下，360度全是朝北。你知
道吗？如果处南极点，一年只有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全年有4个月的极昼，4个月的极夜，2个月的黄
昏，2个月的黎明。这是一片让人向往的圣洁土地，这是人类共同瞩目的最后一块大陆。这里有壮美
的冰山、美丽可爱的动物，当你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心灵无不受到极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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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不错的书。给小学高年级的学生看，能补充相应的课外知识
2、印刷质量很好  照片和书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像有的书有拼凑的感觉  作者是比较权威的  第一手材
料  挺好的
3、帮助了解很多南极的事

我是很喜欢企鹅的~
4、以为会搜集南极很多生物来作介绍，其实只有主要的两种，即是企鹅和海豹。不过仍不失为一本
挺好的可以了解南极的科普读物。
5、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内容来写极地号，不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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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与神奇的南极大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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