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想要探索极地？“这个地球上
气候最寒冷却蕴藏着丰富资源、能源的
地方埋藏着无数科学之谜”，每每谈起
南北两极，韩博的目光中便闪烁出兴奋
的色彩。极地科学考察，不仅是探索自
然奥秘、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领域，也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高科技水平在国
际舞台上的角逐。在韩博看来，极地科
考既是值得自己终身追求的事业，也是
能为国家极地事业贡献力量的方式，是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能“为人民服务”的
事情。

怀揣着满满的希冀，韩博跟随雪龙2

号踏上了 3.6 万余海里的航程。这也是
韩博第一次踏上极地科考之旅。“当时的
感觉神秘又神圣”，韩博说。

漫长的航程对于韩博而言充满了独
特的乐趣，“这是砥志研思、修德立业的
过程，也是发挥党员模范作用、践行为人
民服务宗旨的过程。”

这一行中，有一个让韩博深受触动
的瞬间。踏上南极中山站时，看到了站
内悬挂着的孙中山先生的照片，“我一下
子有了家的感觉，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大
人踏上南极大陆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于 2020年 11月 10日出发，历时 179

天，韩博和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张功
博士以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海洋环境预报
中心等单位的科考队员紧密合作，进行
了国内首次基于涡动技术的海表甲烷
通量观测，获取了非常宝贵的现场观测
数据。此外，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国
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合作单位的全
力支持下，针对遭遇的南极重要天气过
程，科考队员们开展了 3小时一次的加
密大气探空观测。这一次科考让科学家
们对极地有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直观认
知和深入接触。

2021 年 7 月 12 日，南极科考凯旋仅
休整两月后，韩博再次出征，代表中山大
学参加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2次
北极科学考察队，这也是中山大学首次
参与我国北极科学考察任务，总航程为
1.42万海里，于2021年9月28日返航。

在北极科考的过程中，令韩博最难
忘的是跟随李家彪院士团队开展洋底探
测设备（OBS）的回收工作。国际上公
认，极地海冰区域回收OBS难度极大，而
当时一个OBS的回收耗时远超预期。“船
上的气氛很紧张，几位作业负责人都没
有睡觉，大家都担心完不成任务”，韩博
回忆道。最后，科考团队充分利用科考
船的优异破冰性能，果断更改作业方式，
不仅回收了全部OBS，还在这项作业上
的效率比德国团队提高了数倍。

“这样的困难在极地科考的道路上

比比皆是。”像这样印象深刻的“困难时
刻”还有一次：一次，在参加气象站架设
作业时，队员们需要在南极陆地帐篷内
过夜，当时有 5顶帐篷，9位队员，这意味
着需要有一位队员独自呆在一顶帐篷
里。作为一位中共党员，韩博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毫不犹豫地主动申请。

当天晚上户外温度低至-20°C，伴随
有11级阵风，帐篷剧烈摇晃，脚趾头冻得
一度失去知觉，幸好第二天迎来了晴天，
团队得以安全返回。“极地科考难免会遇
到这样的危险，听从指挥、相信团队是最
好的克服方式。”

在极地研究领域，中山大学有深厚
的积淀，拥有一支近百人的极地研究队
伍，有多个学院参与过极地科考，并且还
牵头教育部中国高校极地研究联盟，该
联盟中参与极地科学任务设计和建设的

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有十余家。
“极地科考的明天会越来越好的”，韩

博坚信，随着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
实验室（珠海）的快速发展、中山大学极地
研究中心和大气科学学院冰冻圈科学系的
相继建立、“中山大学极地”号入列我国极
地科考船、中山大学与自然资源部等国内
极地研究团队的合作不断深化，学校极地
科考能力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尽管面临挑战，但令韩博感到高兴
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燃起了对极地
科考的兴趣和热情。

面对学生，韩博常常告诉他们要保
持敬畏，保持好奇。“前者让我们谦卑谨
慎，后者让我们勇于冒险。相比较世界，
极地的风光是极简的蓝天、白雪、碧海，
在那里我们也能更清楚的看到自己最简
单的内心。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肩挑重担，破冰起航

举目四望皆是皑皑的白色，2020年11月，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
院副教授韩博穿上鲜亮的橙色科考服，站在地球的最南端，胸前的五
星红旗标志让身处冰天雪地的他心潮澎湃。韩博代表中山大学同各
科考队员一起参与我国第37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这是中山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自2015年成立以来首次派员参与我国南极科学考察，也
是中山大学时隔20年后重返南极科考国家“战队”。历时半年，科考
队顺利地完成了南极科考任务。现在让我们走近韩博，去了解他与
极地科考之间关于坚韧和求知的故事。

韩博（左）与科考队员在西风带进行探
空气球观测。

韩博，男，1982年出生，中共
党员，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
教授。2019年担任中山大学“南
海季风实验预演”南海科考航次
首席科学家，2020年代表中山大
学时隔 20 年后重返国家南极科
考站（我国第 37 次南极科考），
2021 年代表中山大学首次参加
国家北极科考（我国第12次北极
科考），2021年荣获中山大学“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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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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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地处我国南海之滨，与
辽阔海洋结缘已久，海洋科考自上世
纪20年代就已开始。1928年，中山大
学朱庭祜和朱翙声两位教授完成了中
国历史上首次对西沙群岛的科学考
察。1999至2000年，中山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曾星舟参加了中
国第16次南极科考。时隔20年后，中
山大学重返南极科考国家“战队”，
2020 年，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教
授韩博、博士后张功搭乘“雪龙2”极地
科考破冰船，到达南极开展科考作
业。2021 年，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

术学院老师郑雷参与中国第38次南极
科学考察。

近年来，中山大学在大气科学学
院、海洋科学学院、测绘科学与技术学
院等7个整建制涉海学院以及南方海
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组
成的海洋学科群基础上，2020 年更进
一步成立了多学科交叉科研机构
——极地研究中心，推动极地领域多
学科交叉创新，通过集群效应带来了
极地研究的跨越式发展。极地研究
中心重点开展极地冰雪观测与探测
技术研究，有国内领先的极地研究成

果积累，多名师生多次参加我国南北
极科考。

2023 年春节，“中山大学极地”号
顺利完成渤海冰区试航，成为我国高
校首艘、国内第三艘具备极地科考能
力的破冰船。为了更好地将该船服
务于海洋和极地相关工作，中山大学
投入近亿元改造该船，为其配备先进
的探测装备。极地号排水量5852吨，
长78.95米、宽17.22米、吃水深度8.16
米，设计破冰能力加拿大CAC4，等效
PC3，理论上具备100天无补给运行的
自持能力。

■ 知多D

韩博、张功博士和“雪龙2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