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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7月1日在厦门举行的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出发仪式上，我与刘涛握手告别时只是说了
句：“多保重！
”，而在上海举行的考察队凯旋仪式上，我见到刘涛时则高兴地说了句：“祝贺你！
”。
两次在仪式现场上的话语不多，但却是我真情的表达。
我与刘涛相识于1980年初，当时国家海洋局还在北京东长安街31号的王府井南口办公，至今已有30多
年了。
他先后就职于海洋出版社和中国海洋报社，一直工作在海洋新闻出版岗位上，分别是海洋出版社和中
国海洋报社开创时期的“老人”之一。
不论是在海洋出版社，还是在中国海洋报社，刘涛均勤勤恳恳地为海洋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
才能，编辑书稿、撰写文章、著书立说，成果颇丰。
前不久他送我的《南极纪行》一书，还放在我的案头，不时翻开看看。
可能由于我具体负责极地工作，此书读起来倍感亲切。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凯旋后仅仅3个多月之后，刘涛拿着他编写并打印
好的近500页的《北极纪行》书稿，要我为书作序，令我再一次对这个老友刮目相看。
《北极纪行》是其《南极纪行》一书的姊妹篇，两书的写法基本相同。
他是以自己的日记为主线，辅以照片和新闻作品，同时恰当地介绍一些极地知识，此书在我见到的极
地书籍中成为独具特点的作品。
《北极纪行》主要介绍的是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的情况，这也是中国所进行的四次北极科学考察
以来，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对北极考察活动进行的一次最全面、最详细、最生动地介绍和展
示。
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作为第四个国际极地年中国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围绕北极海冰快速变化机
理研究、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对海冰快速变化响应两大科学目标，在预定海域开展了大气、海冰和海洋
过程观测以及生态系统多学科考察，并成功到达北极点进行科学考察作业，让五星红旗和考察队队旗
在北极点的冰面上高高飘扬，创造了中国北极考察队首次登临北极点开展科学考察的纪录。
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几代极地人和海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北极点进行科学考察的梦想。
在国家海洋局的正确领导和极地考察办公室具体指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有力保障下，第四次北极
科学考察队临时党委带领金体考察队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精心组织、确
保安全、审时度势、锐意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出色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丰硕的考
察成果，创造了新的考察纪录和航海纪录、填补了北极科考空白，说明了我国综合势力的增强，极地
和海洋考察能力的提高，为我国海洋和极地事业的发展谱写了新的辉煌篇章。
正是由于第四次北极考察丰富多彩的活动、硕果累累的实践，使《北极纪行》一书有了丰富的素材和
资源，加上作者作为北极考察队成员，亲身参加了每一项重要的活动，书中以作者自己的亲身实感再
现考察活动，因而使此书具有独具特点，读后犹如亲临现场之感。
《北极纪行》是一本很好的中国北极考察的总结和资料汇编，是我们弘扬“南极精神”的又一份资料
和教材，是读者了解中国北极考察活动的又一个渠道和窗口，也是一本难得的传播北极科普知识的通
俗读物。
同时，由于《北极纪行》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的全过程，它理应与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
报告及其他获取的产品一样，成为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的主要成果之一。
希望广大读者喜欢《北极纪行》，希望广大读者关心中国的极地和海洋事业。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201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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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极纪行》是作者刘涛《南极纪行》一书的姊妹篇，两书的写法基本相同。
他是以自己的日记为主线，辅以照片和新闻作品，同时恰当地介绍一些极地知识。
《北极纪行》主要介绍的是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的情况，这也是中国所进行的四次北极科学考察
以来，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对北极考察活动进行的一次最全面、最详细、最生动地介绍和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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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队里活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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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朝鲜海峡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队离开济州岛
演练上课扑克赛
 小资料：日本海
 新闻消息：中国北极大学开学
一支特殊考察队
 小资料：国际北极科学考察
晨练编报过生日
 小资料：宗古海峡
 新闻消息：北极各项科考工作正逐步展开
考察船上年轻人
 小资料：鄂霍次克海
 新闻消息：紧密结合北极考察 认真抓好创先争优
大洋上庆航海日
 小资料：中国航海日
 新闻消息：“雪龙”船上庆航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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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连线与晚宴
 小资料：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探险家
 新闻消息：北极与泉州连线互动
记者辛苦无人知
 小资料：阿留申群岛
 新闻消息：打响定点观测第一战
打球聊天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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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阿留申海盆
 新闻消息：考察队巧设昼夜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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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专属经济区
 新闻消息：白令海捕获不明生物
铁汉子与鼻涕鱼
 小资料：蜘蛛蟹
 新闻特写：一网拖上1吨生物样品
躲气旋与变更线
 小资料：北极——资源宝库
抓安全拖网丰收
 小资料：圣劳伦斯岛
在俄美之间海域
 小资料：楚科奇半岛
白令海峡北极圈
 小资料：北极圈
 新闻消息：“雪龙”船进入北极圈
写稿会商共庆生
 小资料：阿拉斯加州
 新闻消息：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第一阶段考察任务
首遇浮冰变航线
 小资料：北冰洋的冰雪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队完成创先争优第一阶段工作
船停人忙会议多
 小资料：北极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新闻消息：与民主党派队员座谈创先争优活动
浮冰区遇北极熊
 小资料：北极熊
 新闻特写：浮冰区偶遇北极熊
海象与弃船警报
 小资料：海象
 新闻消息：创岗位一流业绩 保作业安全顺利
巴罗近海浮冰多
 小资料：巴罗
 新闻消息：中关碳循环合作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气艇射击小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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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短期冰站考察
 新闻消息：第一个短期冰站开始作业
船上生活区探秘
 小资料：爱斯基摩人
 新闻消息：考察队被冰困扰 雪龙船步履维艰
潜标回收真漂亮
 小资料：海洋潜标系统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队成功回收深水潜标
北冰洋上七朵花
 小资料：北极的生命
动员与交流大会
 小资料：加拿大海盆
 新闻消息：打好冰站作业关键战役
安全是首要工作
 小资料：北极地区的气候
 新闻消息：北冰洋第一阶段考察获重要成果
记者到冰上采访
 小资料：北极海冰的特点
 新闻消息：在北极冰海上创先争优
水塘竞猜与照片
 小资料：中国历次北极考察的最北点
极地冰区高航速
 小资料：北极考察队的防熊组织
 新闻特写：北纬81°开快船
专家妙解宽水道
 小资料：世界最北的城市
轻而易举破纪录
 小资料：长期冰站考察目标
 新闻消息：“雪龙”船创中国航海新纪录
终于找到大冰站
 小资料：长期冰站考察内容24l
 新闻特写：见证创造历史的时刻——“雪龙”船创航海新纪录目击记
长期冰站第一天
 小资料：冰站防熊作业程序
 新闻消息：北极长期冰站作业正式开始
首席胸卡与大雾
 小资料：北冰洋的洋流
在冰站作业现场
 小资料：全球变暖的后果
 新闻消息：北极冰站考察顺利有序
高纬度捕获生物
 小资料：地磁北极
 新闻消息：考察队获纬度最高海域生物样品
冰区采海底样品
 小资料：北冰洋食物链的特点
 新闻消息：考察队创我国获取地质样品纬度最高纪录
考察队空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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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全地形车
冰下考察与航拍
 小资料：水下机器人
北冰洋上降半旗
 小资料：气候变暖
 新闻消息：“雪龙”船降半旗哀悼舟曲遇难同胞
考察队拍集体照
 小资料：第四次北极考察野外科考保障装备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进行海陆空立体作业
水军收兵天降雨
 小资料：北冰洋的矿藏
 新闻消息：长期冰站完成部分考察作业
自愿为灾区捐款
 小资料：北极鳕鱼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队员心系灾区人民
烧烤撤站搞活动
 小资料：门捷列夫海岭
 新闻消息：冰站生物生态观测成果初现
升旗组字北极点
 小资料：北极点
 新闻消息：中国北极考察队成功到达北极点进行科学考察
中国航海新纪录
 小资料：北极点的“中国结”
 新闻消息：“雪龙”船开始返航
首席家书显真情
 小资料：罗蒙诺索夫海岭
 新闻特写：北极点，我们来了！
——北极点考察侧记
筹划画册电视片
 小资料：到达北极点的直升机
 新闻消息：“雪龙”船再创新纪录
照相贺电感谢信
 小资料：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新闻消息：孙志辉局长电贺我国北极考察队到达北极点
赞队友与揭秘密
 小资料：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新闻消息：考察队完成冰站作业
船员和熊的苦恼
 小资料：北极光
 新闻消息：中国航空新纪录
冰站考察现成果
 小资料：海洋浮标
 新闻消息：北极点冰浮标传来数据
太多难忘与感动
 小资料：《斯瓦尔巴德条约》
 新闻消息：第四次北极考察队长期冰站考察成果丰硕
船过冰区忆防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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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极夜和极昼
 新闻消息：“雪龙”船已越过浮冰区 北冰洋考察月底前结束
测旋回圆论人生
 小资料：楚科奇海
白令海峡鲸送行
 小资料：北极海域的鲸
 新闻消息：“雪龙”船安全驶出北极圈 考察队结束北冰洋作业
回国时间将提前
 小资料：白令海峡
总结考评细安排
 小资料：北极与南极在生态上的异同
晕船滋味不好受
 小资料：人为什么会晕船
北极海冰在蜕变
 小资料：南北极的气候异同
总结评比查地名
 小资料：堪察加半岛
卡拉OK签字忙
 小资料：千岛群岛
 新闻消息：北极考察队完成任务提前回国
北极大学结业式
 小资料：北极和南极在地理上异同
 新闻消息：中国北极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洗钢缆搭载物品
 小资料：海水的压力
 新闻通讯：“南极精神”在“雪龙”——记“雪龙”船北极科考安全航行保障工作
船员别称与诗歌
 小资料：北极与南极科考的差异
画册寄语显深情
 小资料：津轻海峡
书法画册与星空
 小资料：北极和南极的资源特点
 新闻专访：团结奋斗结硕果 续写北极新篇章——访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书记、领队吴军
总结大会与博饼
 小资料：西北航道
联欢晚会真精彩
 小资料：海里和船速
 新闻消息：考察队召开总结大会“雪龙”船到达济州岛
与境外队员告别
 小资料：北极的东北航道
韩国海岛一日游
 小资料：中国北极黄河站
 新闻专访：共同拼搏喜获成果 北极尚需加强探索——访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余兴光
济州岛风景名胜
 小资料：国际极地年
 新闻消息：“雪龙”船抵达上海锚地
打电话与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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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现代极地考察源于何时
聚餐赠字论江湖
 小资料：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领导登船来慰问
 小资料：中国极地年计划
再次告别雪龙船
 小资料：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
 新闻消息：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载誉凯旋
附件1：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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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铁汉子与鼻涕鱼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天气阴今天是船上时间7月15日，星期四。
“雪龙”船已经离开了阿留申海盆(白令海盆)进入浅海作业区，这里的海水深度大都在100米以内。
在这一海域，一则作业时间短，二来站点较密集，船航行两三个小时就到一个站位，考察进行的速度
比较快，考察队员要不停地作业，非常的辛苦。
厨房服务真周到已经过半夜12点了，后甲板的B15站的拖网作业还在进行。
首席科学家余兴光提着一袋家乡特产：花生、地瓜干、平安饼、酥糖等小食品，来到后甲板实验室，
看望正在作业的队员，使大家很感动。
我在实验室里看到，船上的后勤服务人员，为了更好地为昼夜作业的考察队员做好服务工作，他们把
热水瓶送到作业现场，以保证队员的需要。
同时考虑到作业的队员就餐不能及时，就把咖啡组合、奶茶饮料、橙粉、果脯和各种饼干送到各个实
验室，以备队员需要，并进行跟踪补充。
大洋作业昼夜不停地连续进行，为了能够保证队员随时吃上热饭热菜，厨房工作人员在第一餐厅特设
了几个保温桶，将饭菜装在里面，保证大家随时就餐时饭菜都是热的。
一天24小时，都是如此。
餐厅还备有微波炉，供队员个人使用。
为了调剂大家的口味，厨师们根据船上的条件，竭尽所能变换花样，做出多种口味的饭菜，使队员吃
好，保证以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搞好考察工作。
队员们在24小时不停地轮换作业，厨房、后勤服务、船上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在为队员服务
，北极考察工作是由考察队团队各个部门工作集合而成的，它的成就和光荣，也浸透着所有队员的心
血和汗水，缺一不可。
我们在向甲板、实验室昼夜辛劳的科考队员们致意的同时，也由衷地向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道一声：
谢谢你！
辛苦了。
真男人铁汉子“雪龙”船从厦门起航后，一路劈波斩浪向北极挺进，眼下已到达白令海北部海域，进
行着第一阶段考察任务。
在记者的镜头对准甲板作业场面时，当你在餐厅享受美食时，当你躺在床铺上休息时，不要忘记船上
还有一部分队友，正挥汗如雨奋战在甲板下面闷热的机舱里，为保证船舶正常运转而默默地工作着，
他们就是轮机部的队友们。
由于“雪龙”船机器设备正处在磨合期，故障率较高。
在老轨黄嵘的指挥下，大管轮李凡召和机匠长邵旭明带领轮机部的弟兄们，早起晚归开展着各项工作
。
没有人知道，在闷热的机舱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还曾发生过紧张的抢修场面呢！
那还是在“雪龙”船从厦门刚刚出发的第三天，机匠长邵旭明把睡梦中兄弟们叫醒，到机舱抢修设备
。
原来机舱内有三处蒸汽管路发生严重泄漏，100℃多的蒸汽向四周喷射，机舱内本身的温度就超过50℃
，再加上烫人的蒸汽，人还没工作身上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正当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筹莫展时，机匠长邵旭明挺身而出，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冲在最前面，果断
地采取用布条包扎漏气地方的办法，堵住蒸汽的泄露。
其他同志马上搭下手，随时提供服务。
但是由于蒸汽的温度非常高，接近包扎异常困难，机匠长只能左躲右闪地用布条包扎漏气口。
在包扎时，高温蒸汽四处乱喷窜，幸亏机匠长反应敏捷动作迅速，没有被烫伤，但无情的蒸汽还是把
他的脸上蒸的通红；半个小时过去了，机匠长邵旭明、铜匠陈利平、机工沈杰的工作服浑身上下早已
全部湿透，衣服贴在身上，汗水渗透过厚厚的工作服形成细流向外流淌着；一个小时过去了，蒸汽依
然狂喷不止，用布条包扎的方法不行。
他们没有气馁，更没有休息，马上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堵住漏气：用电焊枪焊住漏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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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又来了，由于空间狭小，漏气口时不时会有凝水流出来给焊接工作带来了困难。
铜匠陈利平的技术过硬，他钻进狭小的空间里，采用先把凝水吹干，再立即焊接的程序，一点点地反
复进行，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漏气口终于封住了。
兄弟们来到集控室长出一口气，瘫坐在地板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轮机部的队友们在高温度、高
噪声的机舱里，天天、月月、年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默默地奉献，他们是“雪龙”船的骄傲，
是北极考察队的骄傲。
他们是真正的爷们、男人、汉子。
首见鼻涕鱼下午3点左右，广播里传来通知：“后甲板底拖网大丰收，请大家拿水桶到后甲板。
”我正在房间里写稿子，听到广播后，立即穿好衣服，拿起照相机向后甲板走去。
后甲板生物地质组进行的拖网作业已经结束。
拖网早已被拉上甲板，网兜里的样品被分成了几份，二三十个人正围着两三个大铁盘旁边在帮忙分拣
着各种不同的生物。
后甲板像自由市场一样忙乱。
有了昨天的经验，尽管这次底拖网的作业时间比昨天的还短，但捕获的生物数量甚至比昨天还多，以
至于把拖网都撑破了。
这些生物还是以蛇尾(小海星)为主。
可能是海域不同，其中还有很多的海瓜子(小贝类)和众多的蜘蛛蟹，这些是队员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了
，他们主要分拣这两类生物。
而搞生物研究的队员最感兴趣的反而是数量最少的其他品种，什么小鱼、小虾、贝壳、海星、水母、
寄居蟹等，若是能新发现不认识的生物，那是他们最高兴的事了。
一种几乎是半透明的、乳白色的、软软囊囊的鱼被发现了，大家都觉得是一种挺怪的鱼，引起队员们
的一阵惊叫。
一时间，它倒成了明星，被摄像机和照相机狂拍不止。
这什么鱼呢？
来自台湾的鱼类学家廖运志说：“叫鼻涕鱼。
”听到名字，觉得挺恶心的，但廖先生接着说：“它是可以吃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鱼即使能吃也不见得好吃。
经大家捡出少量的样品后，其余的又全都被送回到海里。
几桶海瓜子和蜘蛛蟹，将会给晚上的餐桌上增加新的菜肴。
晚上，临时党委召开例会，就北极地区已形成的气旋对“雪龙”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部署相
关的准备工作。
明后两天气旋的影响范围在北纬61°～64°，而考察队将挥师南下，进行另一条线的考察，作业海域
在北纬6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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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个海洋工作者，没有到过南极肯定会令人感到遗憾的；如果到过南极而没有到过北极，也总会
有些不完美的感觉。
作为一个海洋新闻记者，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大多数人无法涉猎的极地世界，用自己的文字向读
者介绍我国极地考察工作情况和极地的相关知识，我觉得这既是记者的工作，也是记者的责任。
我曾于2001年参加了中国第18次南极考察队。
在那次考察中，我作为中国海洋报社的记者，除了完成有关新闻报道和考察队的工作之外，还利于业
余时间编写了《南极纪行》一书，全过程地记叙了整个南极考察过程及期间所发生的许多平凡而动人
的故事。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很多人建议我再写一本有关北极的书，而要写北极的前
提就必须到北极去才行。
2010年4月中旬，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分配给报社一个记者名额，参加将于7月1日远征北极的中
国第四次北极考察队，随队进行新闻报道工作。
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过南极考察，如果再参加一次北极考察，那么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可算得上
是一件终生欣慰的事，当我提出申请时，报社的盖广生社长和赵晓涛书记都给予了支持。
但年龄“超标”还要得到局有关领导的批准。
于是我先向局极地办曲探宙主任请示，曲主任很爽快，也很支持。
盖社长为此事又专门请示了主管极地工作的陈连增副局长，连增副局长也批准了此事。
结果，我的想法居然实现了，也为撰写《北极纪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自考察队集中到凯旋的整整90天的时间里，我与全队121名队友朝夕相处，共同工作、生活，结下了深
厚的北极冰雪情缘。
每每回忆起这段日子，我们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共同工作的一个个画面，我们在加拿大海盆、北冰洋
浮冰区并肩战斗的一个个场景，还有在北极点考察短暂而又终身难忘的紧张时刻，仍时时清晰地浮现
在我的眼前，勾起我对这段历史的美好回忆。
在那里，有我们在为中国的极地事业奉献过的热情、心血和汗水，更有着队友间难以割舍的在北极形
成的团结、友谊和情缘。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也完成了我的另一个心愿，写一本《南极纪行》的姊妹篇——
《北极纪行》。
《北极纪行》的写作手法与《南极纪行》基本相同，它是以我的90篇日记为主线，在书中的相应位置
配发了220多幅照片，同时加入约60篇新闻作品，并在每篇日记后面附加了共90篇极地方面的小资料。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书中还选取了部分队友的精彩文章，像赵进平、李果、高众勇等人的作品；选用
了不少队友的精美照片，特别是摄影大师姚凡的很多照片，目的是想通过借助众多的队友文采和能力
，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第四次北极考察活动和队员们的风采。
从这一方面来说，此书应是第四次北极考察队队友们的共同成果，我只是执笔者而已。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有的文章和照片选自雪龙船网站，未能找到作者，只有在此一并对选取文章和照片
的所有队友再次鞠躬致谢。
这些记载着北极考察美好经历的文字之所以能够付梓，可以说是众多领导、同事、朋友热情帮助、支
持和鼓励的结果。
我真挚地感谢国家海洋局陈连增副局长，没有他的支持就没有我的北极之行，本书的出版更是无从谈
起，特别是连增副局长在百忙之中还亲自为本书作序，体现了局领导、老朋友的关心和厚爱。
我由衷地感谢国家海洋局极地办曲探宙主任，他对我工作的一贯关心、支持和帮助，不但促成了我的
两极之行，更是使我出版有关两极书的愿望得以实现。
我真诚地感谢以领队吴军、首席科学家余兴光为首的第四次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一班人对我的关心和
帮助，这种在北极形成的友谊将使我享用终生，特别是吴军和余兴光还分别亲自审定书稿并为本书作
序。
我特别地感谢考察队各位可敬的队友们，是你们的言行、事迹和精神，不仅丰富了书中的内容，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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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获了真诚的友谊。
我郑重地感谢报社盖广生社长、赵晓涛书记和翟亚娜副社长，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帮助使我成行北
极、写就此书。
我非常感谢海洋出版社石青峰社长、刘义杰副总编、张荣编辑及出版人员的帮助和辛勤工作，才使本
书能够顺利正式出版。
我再次感谢著名书法家、海洋出版社原党委书记、老朋友张崇范为本书题写书名，使本书增添了新的
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书中的内容、事实、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且出版前进行过多次核对和修改，但
由于写作及出版时间仓促，特别是个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和错误出现，敬请大家指正、教诲。
愿《北极纪行》为同行的北极队友留下美好的记忆。
愿《北极纪行》为广大的读者朋友带来清新的信息。
刘涛201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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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极纪行:一个记者的随队考察见闻》是中国第四次北极考察工作的书稿。
书中以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记者独特的视角，通过大量的文字和照片，详细记叙了整个考察过程
和经历、考察队员的工作和生活，把我们带入了那遥远的冰雪世界，重现北极海域的真实现状，使我
们对北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思索。
真实纪录考察过程，生动再现考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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