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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南极冰盖之巅——冰穹A建立昆仑站是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最核心的任务，是人类探索极端环境
和自然征程上迈出的新一步，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政治意义，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南极内陆考
察队28名队员的肩上。
内陆队员的选拔是我作为考察队领队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事。
把素昧平生、极富个性的一群人，组建一个团队去执行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端重
要而又艰难的工作。
第一次见到内陆队随队医生毛一雷时心情是复杂的，一雷是北京协和医院具有高级职称的外科医生，
有很好的医学学历和经历背景。
但已届中年的他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队伍？
因为医生的任务在这支队伍中是最不确定的。
如整个行动顺利，队医就会“失业”；如有队员遭遇意外，他可能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工作压力。
一雷虽然在网上报名、多次培训和选拔中表现出色，但作为内陆队队医，除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外，
必须年轻体壮，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在南极内陆特殊环境下考察队员必须绝对服从
命令。
内陆队要在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南极内陆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驾驶雪地车队携带大量建筑材料
和油料，穿越茫茫雪原到达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战胜那里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和极为有限的施工条件
限制，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昆仑站建设施工任务。
执行这样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的失败与疏忽都可能导致
整个行动的失败。
毛医生的专业素质无可挑剔，但他的资历有可能会成为“绝对服从”的障碍，说实话，行动之前我对
一雷不无担心。
当我站在中山站迎接内陆队完成建站任务凯旋之时，我再次见到了毛医生，他在内陆冰盖考察中的突
出表现与传奇早已不断传到我耳中，所有内陆队员都说，毛医生真是太棒了！
他在这支队伍和这次行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他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了前期冰盖布油任务；在向冰穹A挺进过程中，他全程独自驾驶雪地车运送物
资和油料；他为恶劣环境下身体出现不适的队员提供及时的医治，整个行动没有出现一人因健康原因
减员；在南极冰盖上他完成了两项医学科研的数据采集，为在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变化研究获得了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主动请战承担了大量厨师、机械师、建设施工队员的工作⋯⋯在这次行动中，一
雷不仅仅是“服从命令”，还主动承担了大量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为整个内陆队分忧，内陆队长李院
生曾说“毛一雷是内陆队的主力队员”。
我承认，一雷的表现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
从艰苦的南极回到国内“文明生活”之后，一雷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
最近，一雷突然把他的南极日记给我看，才知道他居然这么有心，详尽地记录了内陆考察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
以前，也曾有南极队员写日记，但没有过如此真实和生动的生活细节记录。
这日记虽不是考察的科学笔记，但其详尽性和真实性足以成为今后内陆考察的重要参考。
一口气读完一雷的这部南极日记，很多场景似乎就重现在眼前，勾起了我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记忆。
书中的一些意见与感受，也许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色彩，未必为全体南极考察亲历者所苟同，但这恰
恰证明了南极自然环境之残酷与内陆考察生活之艰难，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感激这些原汁原味的感受和文字，相信这部日记一定会引领读者，跟着我们考察队员共同喜爱的毛
医生，深入南极内陆腹地，积极地领略南极冰盖特有的太阳与风雪，真切地体会南极内陆考察旷世的
严酷与豪情。
非常高兴为一雷写一段证明性的文字，以表达我对一雷参加我们这次考察的感激与喜爱！
 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领队、首席科学家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慧根2010年4月于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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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1月27日，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内陆队在南极冰盖最高点（DOME A）建立昆仑站。
　　这是人类探索极端环境和自然征程上迈出的新一步，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政治意义，内陆队28名队
员经过重重艰险，胜利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国家任务。
内陆队随队医生毛一雷用录音笔，真实记录下了这段传奇经历⋯⋯　　史上最艰巨的一次南极科考行
动的全过程，甚至生活细节；　　队员们在各种不可预测的艰险面前的勇敢顽强，以及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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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一雷，宁波人，1964年3月出生。
曾游学欧美，在澳洲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在欧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
。
目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担任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内陆队的随队医生，亲身经历了在南极之巅（Dome A）建立昆仑站的工
作，并用录音笔详细记录下南极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雪世界的远征>>

书籍目录

第一部 向南、向南、再向南！
驶向南极冰雪世界 　南极梦开始的地方 　穿越魔鬼西风带 　挺进南极圈 第二部 备战中山站，内陆队
就是冲锋队、敢死队 　中山站，中国人冰雪世界里的根据地 　大雪围困中山站 　冰海沉车，机械师
死里逃生 　天公不作美，暴雪肆虐的盛夏 　有幸加入冰盖“先遣队” 第三部 初探南极大冰盖，一生
中最艰苦的四天三夜 　陷车不断，令人绝望的软雪带 　暴雪迷航，差点儿丢命 　无穷尽的准备工作 
第四部 走进茫茫冰盖，几乎有去无回的旅程 　进入生命禁区 　严重超载，硬着头皮上冰盖 　狂奔在
“吞人”的冰裂隙区 　极昼里的新年联欢会 　“魔鬼30公里”与“锅底”迷阵 　南极冰盖最高点，
冲顶！
 第五部 昆仑站，南极冰盖上的奇迹 　在南极冰原上“跑马圈地” 　昆仑站在我们手中诞生 　南极冰
盖上的医德标准 　世界尽头的两次新年钟声 　营地里的悬案与神秘事件 　望眼欲穿的等待 第六部 归
途，与严寒和恶劣天气赛跑 　归心似箭，冰盖狂奔 　冰盖上的“谎言” 　夏季将逝，恶劣天气袭来 
　凯旋！
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七部 一波三折的“圆满句号” 　家门口死里逃生 　庆生、极光、裸泳，中山
站的欢乐时光 后 记 南极，珍藏一生的记忆 附录1 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内陆队队员名单 附录2 网友在
内陆队员博客上的留言 附录3 南极洲平面示意图 附录4 中山站附近地形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雪世界的远征>>

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部  走进茫茫冰盖，几乎有去无回的旅程12  进入生命禁区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今天无
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一辈子纪念的日子，内陆队终于要向茫茫冰盖1200公里处进发了。
不管这种自断后路、无救援的冰盖奔袭后果将是什么；不管Dome A建站是成是败；不管这一去是不是
能有去有回⋯⋯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了，只管前进！
不想结果！
今天和昨天没有界限，因为我们一直在出发地不停顿地干活儿。
大部分宝钢队员在装完货物、捆扎紧雪橇后睡觉去了，剩下机械师和我等四五个人一直在坚持工作。
风很大，气温很低，白色的“沙尘暴”笼罩住阳光。
连接雪橇时需要一个人指挥雪地车，将雪橇拉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才可能连上。
我站在外面指挥，一个接一个地连，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拉，连滚带爬，全身冻僵，疲惫至极。
凌晨4点，所有雪橇被安置完毕；负责装履带的机械师也终于把那台PB240的履带重新装好了；那
辆PB300雪地车也能顺利发动了。
看来没有大的问题了，最后将所有雪地车依次停到连好的雪橇前，保证今天能够顺利出发。
4点半，我回到我住的乘员舱内，里面一片混乱，所有的用品包括床垫、电热毯、床单、被子、枕头
都乱七八糟地堆在舱内。
我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将它们都堆到床上，把行李包放入固定架子中。
收拾完后已经是早上5点多了，一头倒在床上，闭上眼睛感到全身直往下沉，似乎是在往无边无际的
黑暗深渊里去，没法自我控制，我知道自己的体力已经耗竭殆尽。
千万不能在这节骨眼上生病，千万不能倒下啊！
心里闪过一丝死亡般的恐惧。
我的队友们凌乱地倒在舱内，队长李院生、机械师崔鹏惠、魏福海和曹建西、测绘师张胜凯、厨师张
宏忠，还有两名宝钢队员小马和姚旭，其中姚旭在我的床下打地铺。
从人员上来看，这个舱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中枢性的舱。
队长在其中，机械师是灵魂人物，厨师和医生也都在（吃饭和救命都有了保障）。
但缺点是，有李院生队长在身边，任何时候你都没法偷懒，什么活你都跑不掉了。
早上7点被李队长叫起，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收尾工作要做，还要为欢送仪式做好准备工作。
走出舱门，一迎到冷风，立刻感到彻骨的寒冷，从头冷到脚，忍不住全身哆嗦。
我知道我不能再硬挺了，于是选择躲在一辆离工地稍远一点的PB240车驾驶室内，暂时逃避劳动。
我必须让身体稍微恢复一下，不然真要出事，我可不希望“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时，一架直升机顶风冒雪从雪龙船飞到了出发地，任务是接上机械师曹建西飞回雪龙船，把新生活
舱连接发电舱的那根电缆给找出来。
我终于被发现了，于是被指派去收拾一些要带到路上的小件物品，还要给所有雪地车加满油。
9点45分的时候，直升机再次陆续飞来了，中山站和雪龙船上的各级领导、各部门代表、各工种代表，
都分次分批来到了出发地。
但曹建西一直没被送回（事实是：一直到我们行进到30公里处时，小曹才被直升机送回，不但带回了
新电缆，而且还给每人带来了一床厚一点的被子，出发时居然忘了带上这些厚被子）。
天气好像好了一点。
大家开始忙着布置欢送场面，插彩旗、拉横幅、分别拍照留念。
10点50分，欢送仪式正式开始。
内陆队员整齐地排成一队，面对领导和其他欢送人员。
先由杨领队宣读国家海洋局发来的电报，祝我们这次内陆冰盖行动成功。
然后李院生队长迈出一步，向领队庄严报告：内陆队一切准备就绪！
杨领队大声宣布：可以出发。
送行人员一一同我们握手、拥抱。
大家都激动异常，杨领队想多说几句祝福的话，但一时语塞，只说了句：“你们凯旋之时，我一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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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接你们！
给我一个不少地回来！
”11点整，内陆队正式出发了。
11辆雪地车拉着25个雪橇（22个装满物资的雪橇，李队长临时又加了3个空雪橇，事后证明，那三个空
雪橇还真是神来之笔，路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浩浩荡荡排队而行，延绵数公里之长，记
者们从直升机上航拍，非常壮观。
第一辆领头车是李院生队长的PB300，接着是其他PB300和卡特车，最后是3辆PB240车。
PB240是十多年前的德国旧型号，动力小、开不快，故跟在后面。
但这种车型曾为先期内陆队的冰盖考察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中一辆上次还到达过Dome A。
不管发生过什么、有没有抱怨、对这次行动是否抱有信心，出发时大家都很激动，齐心协力、同仇敌
忾、视死如归、壮士一去兮⋯⋯悲壮豪迈，种种滋味在心头！
出发后，开始一段路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开的车排在第八位，是一辆新的PB300雪地车，动力十足。
这辆车有个明显的标记——车前面装了一个鲜黄色铲斗，之后大家将它爱称为“小黄斗”。
我拉了3个雪橇：其中两个装的是建筑材料，是组装昆仑站房屋的预制构件；另一个装的是煤气、杂
物等，相对较轻。
由于气温不高，雪面硬度还可以，过软雪带应该是没有问题。
每辆车都配备一个正驾驶和一个副驾驶，以正驾驶为主，副驾驶适当轮换开车。
我的副驾驶是宝钢项目经理、本次内陆队的副队长李侍明，他对开这种雪地车不很熟悉，加上我又愿
意开车，所以路上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开车。
刚到13公里的大坡处，一辆PB240的发动机就出了故障，不得不停下来维修。
由于整个队伍走得比较顺，其他车辆一律不停，继续行进。
到达30公里处时，车队暂停，接应直升机给我们送来的厚被子等。
那辆发生故障的PB240还没有修好，徐霞兴站长从中山站赶去帮忙，但也没有结果。
最终，这辆车只好被放弃在那里了。
起步不久就先损将一员，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好在PB240运力不大，只拉了一辆雪橇，车队很快将这个雪橇“消化”了。
晚上8点20分，车队到达了离出发地68公里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宿营地。
停车后，大家先给车加油，然后吃晚饭。
我请别人帮我加油，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简单收拾一下，吃了两颗舒乐安定，灌下一大杯水，不吃晚饭
就直接躺上了床，大概9点钟就睡了。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此时睡觉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我恢复体能精力的最好方式。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人居然乖乖地倒在床上了，可能是他们有点担心吧，在迷迷糊
糊中，我感觉到有好几拨人过来看我。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一觉醒来，一看手表是10点钟。
我有点迷糊，不知是晚上10点还是第二天早上10点？
因为现在南极一天24小时天都是亮的。
出舱发现，早餐已准备好了，这才确认是早上10点。
这一觉我睡了十多个小时，体力恢复不少。
早饭和午饭合并为一餐了，饱饱地吃了一大顿，有牛奶、鸡蛋糕、绿豆粥、炸土豆块等。
队里计划今天修整一天，不赶路。
一方面是让机械师打理车况，把车辆的细小问题都尽量找出来、处理掉，把潜在的问题先行解决；另
一方面，整支队伍连续作战多日，需要进行修整，才能继续后面的战斗。
我觉得这样非常合理。
在68公里点上，停放着我们之前运过来的12个雪橇，明天起程时都要带上。
今天下午调试车辆后，这些雪橇要重新分配给每辆车。
这么重的负担，明天的起步将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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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个地段能够顺利行驶，不要让起步、陷车、挖车、再起步、再陷车的噩梦重演。
下午挂车时队里没有主动叫我，可能是照顾我前几天太累的缘故吧。
我在宿营地里帮助接接电线，找些杂活来干，显得悠闲。
下午内陆队主要成员开了一个小会，主要是总结前面的情况，讨论下一步工作要点。
李院生队长说，这次会议原本早就要开，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开，造成队员们思想上的一些迷惑和
不稳定，操作过程中出现一些紊乱。
晚饭后开了个全体大会，向大家通报了情况，介绍了在内陆的几大注意点，包括安全、行车、扎营、
个人行为准则、食品、医药、生活等方面，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从两次进冰盖送油到这次行程，我能明显看出，整个队伍中最关键，也最累的人是机械师。
因为在冰盖严酷的环境中，车辆的完好就是我们生命的保障，途中车辆损坏或发电机断电，都会直接
威胁到生命。
每到一个地方停留或睡觉前，机械师必须要检查、维护、加油等，以确保车辆的正常状态。
对于这么大的一支车队来说，工作非常艰巨。
晚上开完会已经11点半了，机械师们又去忙碌整理车辆。
而白天，机械师们也是主要驾驶人员。
没有到过南极内陆冰盖的人绝想不到，保障内陆探险成功最关键的，是一支经验丰富、高效的机械师
队伍！
我们队里这几位南极实战经验丰富的机械师们，要被国外考察队聘用，估计可以得到天价聘用费。
我们这次装载的物资，是目前人类历史上在南极冰盖规模最大、运输货物最重的一次，除了科研设备
以外，还有昆仑站一期工程的所有钢架构，所有物资都要运上1200公里处的冰盖最高点，运输总载重
达560吨左右；11辆雪地车的车队，也是迄今为止冰盖史上最为庞大的运输队，以前的大规模车队和载
重量，都不到这回的一半。
因此，指挥这支“庞大”内陆队伍，是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照的。
同时，这次行动基本上是一个无后援行动。
车队离开中山站350公里以外，直升机就不能到达了。
冰盖里气候无常，多数时候大型飞机也难以进入。
这支庞大的队伍将基本上同人类社会脱离，孤军深入生命禁区。
送别时，杨领队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一个不少地活着回来。
能否一个不少地活着回来，既要靠我们的努力，也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再考虑能否回来的问题！
国家行动，有时是可以不惜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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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雪龙船的回程显得特别的快。
经过第一夜的航行，已经驶出浮冰区了。
很快我们又再次经历西风带，虽然这次出现了船体倾斜32度的前所未有的摇摆，但总体上不舒服的感
觉却远比来时要轻。
原来万事有了点心理准备就会好得多。
一路上平安无事。
我又开始跑步锻炼，并在船上的“南极大学”讲了一堂医学常识相关的课。
大家看惯了我穿着红色工作服的样子，一下子还接受不了我“老本行”的白大衣，居然台下发出嬉笑
声。
2009年3月20日一早，雪龙船终于到了Fremantle港，大家有机会离船上岸，到小镇上去逛悠一番。
在与世隔绝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正常的街道和穿梭其中的花花绿绿的人群。
我们重返文明世界了。
3月21日下午，我告别了所有队友，离船入境澳洲，同时也暂时离开了25次南极科考队。
下船后经过短暂的停留、访友，就直接飞回了北京。
从南极特殊的生活状态猛然进入现实世界，颇有些不适应。
这种生理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的脑子是比较“混沌”的，不停地在记忆和现实间切换。
在我下船之后，雪龙号船继续着它的旅程。
4月1日，雪龙船停靠台湾高雄港，这也是祖国大陆的第一艘公务船在宝岛台湾停泊，具有重要的意义
。
据说雪龙船进入高雄港时，台湾当地军方还担心船上的先进“探测仪器”是否会把港口的地形摸得一
清二楚，要求在船进港时关闭所有的声纳雷达等探测装置。
其后，雪龙船经过了韩国济州岛，放下了Ka-32直升飞机和韩国机组人员。
4月20日，全体考察队员终于到达了上海。
作为南极科考队的内陆队成员，我早就接到通知要在4月20日前赶到上海，并提前上雪龙号船报到，和
其他的科考队员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团队参加盛大的欢迎仪式。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19日飞到上海，登上了阔别近一个月的雪龙船。
船上的老面孔见到我都非常亲热，大呼小叫地跟我搂搂抱抱。
我经历了一个月现实世界的洗礼，在日常行为上已经比较“内敛”；而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待在船上，
还残存了一些南极生活粗犷的风格。
看来，环境造就性格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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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冰雪世界的远征》是一次无后援的国家行动！
《冰雪世界的远征》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艰险任务！
《冰雪世界的远征》讲述了一次和平年底生死远征！
《冰雪世界的远征》讲述了一位随队医生的生死考验 ！
《冰雪世界的远征》讲述了一段南极冰盖上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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