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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極地的氣候變化

自 19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使用化石

燃料驅動工業生產，導致大量二氧化碳

（CO 2）排放到地球大氣中，其濃度從工業

革命前的 280ppm，大幅增加到 2023 年

錄得的 420ppm。科學家們已經確定過多

的二氧化碳是導致地球温度升高的元兇之

一。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理應是國際合作 

應對氣候變化的首要行動。

近年，科學家發現氣候變化對極地地區 

的影響比對其他地方的影響更大。在過去 

50 年間，北極的平均氣温上升是全球 

平均水平的兩倍。2009 年，一個北極

勘測隊沿着位於北極北部山脊的波弗特海

（Beaufort  Sea）進行了 500 公里的

航程。平均而言，冰層有 2 米深，而且

只有一年的歷史。這意味着海冰每年都 

會融化，更老、更厚、更穩定的海冰正 

在消失。

隨着冰塊融化，人類逐漸能夠在北極開闢新的航運 

路線。2008 年，自有記錄以來，穿越北極的西北航 

道和東北航道航線在夏季首次可以短暫通航。這些 

路線吸引了航運業，可以節省時間，卻同時引發一些

危機。想像一下，此航行可能會帶來生態災難，航行

期間船艦排出的水無疑會影響現有的生物羣落，這些

影響有可能破壞整個北極生態系統，從採集得的海水

樣本中，浮游植物的組成已發生了變化，它們都是 

初級生產者。北極海這些羣落迅速變化，着實令人 

擔憂。

二 、 極 地 的 氣 候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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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極考察站 

建於 2009 年，位於南極東部，南極冰蓋內陸 

冰穹 A（Dome A），海拔 4,087 米，是人類至今

在南極最高的立足點，暫供 15 至 20 人進行夏

季科考，現正逐步擴建，將升級為科考人員越冬 

的常年站。

建於 1985 年，位於南極半島附近的喬治王島（King 

George Island），靠近南美洲南端，每年可接納越冬

科考人員 40 名，度夏科考人員 80 名。藴藏的巨大豐

富資源，正是地球留給人類的無價之寶。

長城站

中山站

建於 1989年，位於南極東部，拉斯曼

（Larsemann Hil ls），與南非隔海 

相望，每年可接納越冬人員 25 名，

度夏人員 60 名。 

崑崙站

四 、 中 國 極 地 科 考 的 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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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科考船是高科技的工具，在國家的極地科考征途上，更是 

任重道遠的伙伴‥‥‥冀願我國能繼承和延續永恆的探索精神， 

讓破冰科考船「滿載極地人和祖國的期許，承載起極地求索的使命 

與擔當，承載起興海強國的光榮與夢想，面向南北兩極，劈波斬浪， 

破冰前行，順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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