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极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
气候变化最为强烈的地区 。 其
中， 斯瓦尔巴群岛作为北极变暖
的前沿地区， 其温度变化对全球
气候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
站所在的斯瓦尔巴群岛新奥勒松
地区， “肉眼可见的气候变化影
响随处可见，” 挪威极地研究所
特别顾问金·霍尔门日前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各国科研人
员通过研究这里的气候， 可以了
解气候变化的情况， 预测未来趋
势，“中国科研人员的勤奋工作促
进了北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数十年来， 中国在极地尤其
是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不仅扩展
了对冰冻圈的理解， 为全球气候
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
还通过国际合作和知识共享等推
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持续监测环境变化 填
补多项数据空白

深一脚 、 浅一脚 ， 迎风冒
雪 ， 登上新奥勒松冰川取雪采
样， 再乘船返回科考站， 通过同
位素离子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样品
中硫酸根、 硝酸根等离子的输送

和沉积过程， 利用模型分析人类
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走势———
这是中国科学家胡正毅在北极冰
川科考的日常工作之一。

自黄河站2004年建站以来 ，
中国科研人员持续监测北极环境
变化， 收集冰川、 陆地生态、 海
洋生态 、 空间物理等方面的数
据。 如在冰川研究方面， 中国科
研人员持续监测冰川表面物质平
衡数据、 冰川运动数据、 消融区
和积累区10米深冰川温度， 以及
冰雪样品分析数据等 ； 在生态
（海洋和陆地） 研究中， 中国科
研人员通过定期采集样品， 分析
生态种类、 分布、 年际或季节性
变化； 在空间物理方面， 研究人
员持续收集高空物理参数， 分析
空间环境变化。

中国北极科考持续监测提供
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关键数
据， 对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北极快速变
暖的观测监测方面， 中国科考成
就已帮助科学界更准确地预测全
球气候变化趋势。 中国连续多年
的实地观测和数据收集， 填补了
极地冰川海洋、 陆地、 气象、 地
质和生物生态数据空白， 对优化

全球气候变化模型至关重要。

揭示气候变化模式 支
持气候模型改进

北极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
气候变化最为强烈的地区， 这一
现象被称为 “北极放大效应 ”，
即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速度比全
球平均速度快两倍甚至更多。 数
据显示， 过去60年， 斯瓦尔巴群
岛的气温显著上升， 这一现象在
新奥勒松地区尤为明显。

胡正毅的科考结果显示， 与
美国阿拉斯加和中国北部区域相
比， 斯瓦尔巴群岛降水更少、 冰
川消融更强。 中国科研人员类似
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 例如
在冰川物质平衡、 海冰厚度和范
围、 大气化学成分等方面的研究
揭示了北极海冰减少和冰川退缩
的速度、 北极冰川对全球变暖的
响应、 其对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气
候模式的影响， 提供了预测海平
面上升的重要依据。

中国北极科考提供的相关数
据不仅有助于科学界理解北极地
区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关键作
用， 也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了关
键参数， 帮助科学家更准确地预

测气候变化的趋势和影响， 采取
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例如， “雪龙2” 号极地科
考船已多次执行极地科考任务，
提供了高质量的海洋和气候数
据， 支持全球气候模型的改进；
冰川物质平衡研究揭示了北极冰
川对全球变暖的响应， 提供了预
测未来海平面上升的重要依据；
通过卫星和现场观测进行的海冰
监测， 为全球海洋环流和气候系
统的研究提供支持； 在北极海洋
生态系统研究中， 中国科研人员
通过研究海洋生物的分布变化和
极地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 以及海冰减少和冰川融水增
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提供
了北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关键
数据， 增进了科学界对全球生物
多样性变化的理解， 有助于推动
制定北极生态保护措施。

推动国际合作 促进知
识共享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极地研究
合作， 通过与北极国家和国际科
研机构的合作， 分享数据和研究
成果， 推动了全球极地研究的进
展， 为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支
持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中国参与了国际北极科学委
员会和北极理事会的相关工作，
促进了极地科考信息共享和全球
政策制定。 在联合科考和数据共
享方面， 中国与挪威、 俄罗斯、
德国 、 泰国等国建立了合作关
系， 增强了全球气候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 挪威极地研究所生态毒
理学部门负责人盖尔·加布里埃
尔森对记者表示， 良好的治学态
度、 先进的实验设备、 出色的科
研效率和研究分析能力是中国团
队参与项目的优势。

同时， 中国通过发布极地科
考成果和开展科普活动， 包括科
学报告、 展览、 媒体宣传和北极
云科考-走近黄河站等， 提升了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理解，
增强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关注以及对极地保护和气候行动
的支持。

今天的人类 “有着共同的利
益， 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的解决方
案”， 霍尔门说， “北极对世界
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需要所有
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人贡献想象
力、 创造力和才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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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科考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独特贡献

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 本届亚博会
上展出新疆油气生产加工、 煤炭煤电煤化工、 绿色矿业、 粮油、 棉花
和纺织服装、 绿色有机果蔬、 优质畜产品、 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
成果， 受到国内外展商和参展者关注。 图为新疆河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展台工作人员为观众讲解废水零排放及资源化解决方案。

新华社发

新疆制造 闪耀亚博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 从7月1日
起， 教育部继续开通暑期高校学
生资助热线电话， 为大学新生特
别 是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的 大 学 新
生 提 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
话。

据了解， 教育部热线电话全
面受理各类国家资助政策咨询与
问题投诉； 省级热线电话主要受
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 绿色通
道、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中西
部 地 区 新 生 入 学 资 助 等 有 关
的 咨 询 ；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热
线 电 话 主 要 受 理 与 校 园 地 国
家 助 学贷款 、 绿色通道 、 校内

奖助学金等有关的咨询。 大学新
生可根据实际需要， 有针对性地
选择拨打。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号
码 为 010—66097980、 010—
66096590， 受理时间为7月1日—
9月15日， 每天8:00—20:00。 北京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号码为010-
64225260，7月1日-9月15日，工作
日每天9:00-11:30，13:30-17:00。

暑期将至， 教育部特别提醒
广大学生 “擦亮眼睛”， 警惕网
络诈骗 ， 警惕不良 “校园贷 ”，
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 来电、 微
信好友等， 做到 “不回复、 不接
听、 不理睬、 不转账”， 解决经
济困难最安全最靠谱的方法是向
家长、 老师和学校求助。

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7月1日开通

钢铁巨龙腾湾区， 长虹卧波
架通途。

6月30日，国家重大工程深中
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 全长约24
公里的超级工程， 让深圳至中山
的车程由约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在环珠江口“A”字形交通网络骨
架架起关键一“横”。

“以前是中山人，现在是深圳
人 ，即将是 ‘深圳+中山 ’人 。”这
是采访中不少工作在深圳的中山
人对自己身份转换的介绍。 半小
时的通勤时间， 让前往深圳这座
未来之城的道路更加快捷， 人们
对“工作在深圳、居住在中山”的
新生活更加期待， 双城之间的往
返也将更加频繁。

为了将深中通道带来的 “流
量” 变为 “留量”， “消费万亿
元城市俱乐部” 的深圳正在加紧
发力， 不少商业核心区域积极开
展促消费活动， 为迎接深中通道
开通后到来的消费潮做好准备；
而在中山市， 包括商用住宅、 车
间厂房在内的多个建筑项目已经
封顶， 等待更多人或者企业 “拎
包入住”， 成为承接深圳等东岸
城市产业外溢、 进行招商引资的
重要阵地。

便捷交通， 互通有无， 深中
“半小时生活圈”、大湾区“1小时

生活圈” 逐步从发展愿景成为生
活现实， 珠江口东西两岸人民的
“同城感”更为强烈。

交通运输，一头连着生活，一
头连着生产。

自古以来， 交通区位就是影
响产业格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珠江口，作为一道天然屏障，
深刻影响着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产
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

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代表的
东岸城市群拥有先进制造业和强
大的科创能力，但空间、土地使用
成本较高；以珠海、中山、江门为
代表的西岸城市群则刚好相反。
两岸产业发展具有互补性， 却苦
于没有一条能够跨越珠江口的
“天路”。

如今，深中通道正式通车。通
道上提速的不仅是交通， 还有两
岸之间企业的发展； 流动的不仅
是车流， 更有两个城市群之间的
科技、金融等各类要素。

靠着交通区位因素获得发展
的城市和省份不在少数———

九省通衢的武汉， 靠的不光
是长江、汉江交汇的水运条件，更
在于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搭建起
的水运系统和铁路运输系统，让
这里烟火不断；

杭州机场三期和杭州西站枢

纽同步启用，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
通道、 八堡船闸和下沙港启用，
“水陆空”三栖发展带给杭州更多
活力；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地形支撑
的贵州， 在高山深涧中开凿出一
条条隧道、铺建了一条条高速，万
桥飞架、大道纵横，推动贵州迈上
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构建交通便利条件， 助力经
济发展， 中国的经验和能力还惠
及了更多国家。

匈塞高铁， 是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项
目， 进一步改善了沿线居民出行
条件，加强了匈塞两国互联互通，
深化中欧互利合作；

铁布高速公路， 是科特迪瓦
国家高速公路干线的一部分，建
成通车后让科特迪瓦多个重要城
市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带来的 “中
国速度”……

“要想富， 先修路” “逢山
开路、 遇水架桥”。 以深中通道
为代表的超级工程， 通过基础设
施 “硬联通” 带动发展建设 “软
联通”， 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
作用。 我们有信心期待， 未来将
有更多超级工程让中国驶上高质
量发展 “快车道”。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7月1日，交通运输
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首次开通北
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业务，
该业务由天津海岸电台通过中高
频单边带无线电话播发， 内容包
括北极航线重点海域的海冰实况
监测和气象预报信息。

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
业务所提供的内容， 由天津海岸
电台和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联合
制作研发， 通过融合风云气象卫
星以及多种气象遥测遥感卫星数

据，结合北极航线实际需求，对白
令海峡、 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
峡、维利基茨基海峡、喀拉海峡等
重点海域的海冰密集度以及气象
信息进行分析预测， 形成北极海
冰实况分布和气象预报解析报
文。 天津海岸电台将在每年7月1
日至10月31日期间通过单边带无
线电话播发气象预报和海冰实
况。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
心天津通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 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
业务的开通是我国关于北极航线
航海保障通信研究成果的成功应
用转化， 填补了我国利用短波通
信开展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服
务的空白， 对中国籍船舶的航行
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
心于2012年12月20日在天津挂牌
运转， 负责我国北海海区的航海
保障服务，辖区范围覆盖山东、河
北、辽宁、黑龙江、天津四省一市。

我国首开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业务

超级工程将带来哪些超级效应？

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