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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秘的南极洲，因其广袤的冰雪大陆，严酷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矿产资源，神奇的自然景观，铸
就了科学研究的圣地，令古往今来众多科学家、探险家神往。
　　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南极地区和全球环境-9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
影响越来越彰显出来。
　目前全球已有28个《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建立了70多个科学考察站，开展气候、生物、冰川、
海洋、测绘、地质与地球物理、高空大气物理、天文、环境与生命科?等学科的科学考察活动。
　　我国开展极地考察活动起步比较晚，1984年才开始组织第一次南极考察，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领导下，在全国各界的大力参-9和支持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先后在南极建
立了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在北极建立了中国北极黄河站，先后有&ldquo;向阳
红lO&rdquo;号、&ldquo;极地&rdquo;号、&ldquo;雪龙&rdquo;号等科学考察船承担了极地科学考察任
务，建立了数十个不同研究方向的极地科学研究实验室，成功地组织了26次南极考察、4次北极考察
、7个年度北极黄河站地区考察，并成功地组织?5次南极内陆考察和4次格罗夫山地区考察，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组织管理、后勤支撑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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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3野外科考成果1.1.3.1核心区地质填图及地质研究在哈丁山和萨哈罗夫岭设立了4个
永久性大地水准标，完成核心区110km2的平面地形图部分数据的采集。
南于“J6”型经纬仪出现机械故障，致使核心区1：2.5万地形图的目标未能实现，此次仅能完成平面图
。
建议下次配备较先进的设备，如耐低温的全站仪等，一方面可保证顺利T作，另一方面也可大大提高
效率。
本次队采集的数据仅为今后实施全区地形图测绘工作打下基础。
南于缺乏详细的地形图，地质考察仅进行了核心区基础地质路线勘查。
考察队获得大量岩石样品和野外记录，了解了该区岩石组成，构造样式及运动状态，在野外进行了岩
石变形变质的初步分期与特征等考察，为今后开展室内格罗夫山变质作用与年代学研究，主要构造热
事件对比研究，伊丽莎白公主地岩石罔在冈瓦纳古陆的形成与裂解过程中的构造演化模型和格罗夫山
核心区小比例尺地质填图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1.1.3.2冰川地质地貌及古环境变化遗迹的发现发现一些可能成为科学研究新生长点的重要自然现象，
如：①该区大部分岛峰都有明显的冰蚀地貌与风蚀地貌特征，较高的岛峰上可看到二者的分界线，通
过观测研究这些分界线的高度和机理，即可确定该地区古冰盖曾经有过的最大高度。
若进而将同类分析扩大至南极其他内陆山脉，就可能为研究距今1.8万年前地球末次冰期极盛期时，南
极冰盖的最大厚度提供直接的依据。
结合北极和中纬度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末次冰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规模和过程。
②通过岛峰岩石崩塌速度和蓝冰碎石带的长度，可以较精确地计算出不同冰流的速度，为南极冰盖运
动学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地区性数据。
③对山区溶冰水潭的观测，可以直接监测现代气候变化的过程。
④根据岩石陡坡溶冰水流和地形分析，以及蓝冰颜色的变化，该区很可能存在冰下湖泊，而且将是冰
层最薄，最容易钻探的古老冰下湖。
众所周知，冰下湖水和沉积物是研究近代气候环境变化的最宝贵素材。
果真如此，那无疑将又是一件轰动南极科学界的大事。
⑤在蓝冰区发现几处碎石陇岗，很可能是古冰川的冰舌堆积垅堤，即7000年前地球气候最暖时南极冰
川末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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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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