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徐壮 刘美子

战国，金戈铁马的时代，群雄争霸，

朝秦暮楚。

雄踞一方的楚国，是战国七雄之

一，据传几度迁都。楚人的生活什么

样？楚王的故事真假几何？这些问题

至今引人遐想。

在 4月 16日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发

布了考古发掘的迄今楚国最高等级墓

葬——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墓的最新

发现，楚国历史的封土正被层层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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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处江淮，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重

点经营的战略要地。公元前 241 年，楚国迁都寿

春，位置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武王墩

墓，正位于楚寿春城遗址东边约 15 公里处。

因历史上多次被盗，2019 年以来，国家文物

局指导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系统的考古

工作计划，开展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

发掘。

2020 年至今，考古工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

墓）进行了发掘。今年 3 月 7 日开始拆解提取椁

盖板。至 3 月 27 日，四层椁盖板全部安全提取

完成，共计 443 根，总重约 153 吨。现已进入椁

室发掘第二阶段，即椁室内部的发掘清理。

“这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评价道。武王墩墓的重要性

可见一斑。

规模有多大？武王墩主墓（一号墓）外围设

有独立陵园。陵园平面近方形，面积近 150 万

平方米。陵园内发现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

等遗迹。其中，车马坑是已发掘探明楚墓车马

坑中最长的一座。

武王墩主墓（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

竖穴土坑墓。封土堆整体呈覆斗状，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墓坑近正方形，边长约 50 米，墓

坑东侧有长约 42 米的斜坡墓道。这在目前发掘

的楚墓中也是最大的。

规格有多高？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

成介绍，目前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

超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

器、俑等珍贵文物。其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

空前的。

考古队员还惊喜地发现，主墓（一号墓）东

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 88 厘米，比

安徽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楚大鼎还大。

楚 墓 的 台 阶 数 量 也 与 墓 主 身 份 和 地 位 有

关。记者在现场看到，武王墩墓坑四壁有逐级

内收的台阶共 21 级，形制规整，规模宏大。

结构有多复杂？武王墩主墓（一号墓）具有极

为复杂的多重棺椁结构。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

椁室，四周分列 8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均由

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板。

专家说，这是目前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

晰明确的九室楚墓。

主 墓（一 号 墓）椁 室 盖 板 上 还 写 有 墨 书 文

字，通过先进的红外设备辨识后，已发现和采集

100 多句、近千字。这些文字记录，将帮助我们

更好地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职官制度、名物

称谓等问题。

发掘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宫希成透露，

计划在高温季到来之前完成主要野外发掘工

作。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同步推进，同时

启动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争取本年度内

全面完成一号墓考古发掘任务。

4 月的安徽处处绿意盎然，考古工地上一派

热火朝天。忙碌的考古工作者们还有更多问题

想要探寻：武王墩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墓内还

有哪些珍贵文物？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还有

哪些细节……

有专家表示，武王墩墓的墓主身份“已经呼

之欲出”。但宫希成认为，目前考古工作仅进行

到三分之一，主要精力还在提取保护文物上，只

有拿到明确的指向性证据才能“以理服人”。

“我们要花时间、慢慢地破解其中的秘密。”

他微笑着说。 （新华社合肥 4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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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圆

4 月 16 日，时隔 160 余天，“雪龙

2”号再次驶过长江入海口。至此，执

行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的 3 艘船均

已安全返航。

踏浪万里，本次考察于中国极地

考察 40 周年之际开展，460 余名考察

队员或奋战在冰原建设秦岭站，或奔

波于“5 海 5 站”探索新知，他们以智

慧和勇气书写着南极考察新

篇章。

冰原之上起“秦岭”

2 月 7 日，南极大陆，再度点亮新的坐

标——中国南极秦岭站。

建设我国第 5个南极考察站是本次考

察任务的突出亮点。使命无上光荣，挑战

前所未有：卸运中国南极建站史上最多的

建站物资；搭建中国南极考察站中面积最

大的单体建筑；应对南极最为恶劣的自然

环境，施工窗口期不到 2个月。

“难到极点才是南极”，考察队员、中

铁 建 工 机 械 师 周 实 惠 的 这 句 话 道 出 了

100 多名建站队员不辱使命的决心。7 点

半出门，通常是干到天气变差才收工；在

12 级大风中站成一排，拉着一根绳子顶

着风，摸索着往返于工地和宿舍……

“大家克服极端艰苦环境的挑战，52

天完成秦岭站建设，这是属于他们的奇

迹。”考察队副领队魏福海动情地说。

应对极寒强风，秦岭站竖立起极地

建筑新标杆。

一体式设计让各功能区高度集成、

彼此衔接；主楼内部模块化率达 45％；新

能 源 占 比 超 60％ ；采

用数据化、自动化、无

人化、远程化运营系统

等。“秦岭站具有集约

高效、绿色低碳、智能

先进等特点，这是在极

端环境中设计建造的

极致建筑。”秦岭站副

总设计师祝贺说。

屹 立 于 罗 斯 海 西

岸，秦岭站填补了我国南

极科考布局的重要空白。

“秦岭站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带来

差异化的科考价值，是对我国现有科考

布 局 的 有 益 补 充 。”国 家 海 洋 局 极 地 考

察办公室主任沈君介绍，未来将依托秦

岭站开展海洋生态、海冰、地球物理、陆

地 生 态 、鸟 类 等 调 查 和 观 测 监 测 ，将 为

评 估 南 极 生 态 环 境 和 气 候 变 化 提 供 基

础支撑。

探秘“5站5海”

地球最南端，考察队员们探秘的脚

步遍布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秦岭站，作业航迹串联起宇航员海、阿蒙

森海、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罗斯海。

在南极内陆，首次开展近红外天文

观测以及近地空间环境全时段监测，冰

穹 A 地区太赫兹天文谱线观测首次实现

了谱线成图观测。

在长城站、中山站，分别开展近岸海

洋生态、湖泊生态和土壤生态环境调查、

鸟类与哺乳类动物调查等，获得大量宝

贵的数据资料。

在阿蒙森海，成功布放我国在极地的

首个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分析南极主要

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变化潜在影响。

……

“考察队围绕生态系统、近岸海洋、土

壤环境、地质环境、大气环境、冰雪环境、空

间环境等要素开展综合调查监测，取得了

一批重要进展和成果。”在考察队领队、首

席科学家张北辰看来，极地生态系统评估

和海陆空立体观监测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3船护航驰骋万里

开 道 、平 整 、拓 宽 …… 在 冰 脊 丛 生

区，“雪龙 2”号如犁地般来回穿梭，历时

36 小时，为载有建站物资的“天惠”轮开

垦出一条水道。

“依靠‘雪龙 2’号强大的破冰能力，

我们将‘天惠’轮提前引航至秦岭站卸货

点，为秦岭站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雪龙 2”号船长肖志民说。

以科考船为代表的支撑保障能力，

是开展南极考察的重要基础。

此次是我国首次派出 3 艘船保障南

极考察，总航程达 8.1 万余海里。考察期

间，通过船、站运行保障支撑累计完成 38

个高校、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五大类”

科研项目，数量较上一年度提升 52％。

白色冰原上，“空中力量”让每次抵

达更快更准。

2023 年 12 月 16 日，完成中山站区域

最后一次物资吊运后，“雪鹰102”直升机平

稳降落在“雪龙”号，中国南极考察的多个

新纪录也被定格——近70％的物资通过直

升机从“雪龙”号舱盖吊运，单日最高吊运

物资211吨，平均每小时吊运15.48吨。

“航空保障是保障能力的重要组成，

能 够 有 效 克 服 南 极 现 场 复 杂 的 作 业 环

境。”来自海直通航公司的机长梁高升介

绍，考察队 3 架直升机执行物资卸运、野

外科考、航拍探测等任务，累计飞行 254

小时、运输 1380 人次、吊运物资 2006 吨。

此外，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

鹰 601”飞行 44 架次，其中成功执行南极

冰盖国际合作“环”计划航空调查任务，

所得数据填补了东南极沿岸冰下地形关

键数据空白。

科普极地知识

4 月 8 日，在 2 架直升机、多艘船只的

伴航下，“雪龙 2”号驶入香港尖沙咀海运

码头，这是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时隔近

20 年后再度访港。

访港期间，“雪龙 2”号公众开放日、

科研交流、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活动，掀起

一场“极地热”。正如“雪龙 2”号访港筹

备委员会主席马逢国所言，“原本陌生的

‘雪龙 2’号和‘极地科考’成了香港市民

熟悉的词语。”

考察队是科普极地知识的窗口。“雪

龙”号归航途中前往青岛，举办公众开放

日；“雪龙 2”号在新西兰利特尔顿举办公

众开放日。

考 察 队 是 国 际 交 流 的 平 台 。 长 城

站、中山站、秦岭站与澳大利亚、俄罗斯、

比利时、韩国等国的考察站开展全方位

交流；考察队与美国、英国、智利等国考

察队开展后勤保障合作。

考察队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名片。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雪龙 2”号

历经 33 小时，成功救援 1 艘遇险船只和 4

名随船人员。

航次有终，求索无极。中国第 40 次

南极考察以一段非凡的航程、丰硕的成

果，致敬极地考察 40 周年，也定将激励更

多极地赤子扬帆起航，为认识极地、保护

极地、利用极地做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雪龙 2”号 4月 16日电）

踏 浪 万 里 筑 梦 冰 原
——中国第中国第4040次南极考察回眸次南极考察回眸

4月 10日，“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停靠在山东青岛奥帆基地码头。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对安徽淮南武王墩主墓

出土的漆木器进行保护。 新华社发

▷安徽淮南武王墩主墓内出土的

部分青铜器。 新华社发

看一个“新”字：建成一座新站

2 月 7 日，经过 52 天奋战，我国第 5 个南

极考察站秦岭站建成。

新考察站，新在建筑设计。外观呈南十字

星造型，一体式设计别具一格；采用高效便捷

的模块化安装，模块化率达到 45％；新能源占

比超 60％等。可以说秦岭站为极地建筑树立

了新标杆。

新考察站，也新在科研价值。罗斯海被认

为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海洋原始生态系统，历来

是南极考察的热门区域。美国、新西兰、意大

利、韩国等在此纷纷建站，足以窥见其重要性。

展望未来，融新理念、新技术于一体的秦

岭站，将为全球评估南极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

提供基础支撑，为了解罗斯海区域自然特征提

供重要保障。

看多个“首次”：探秘“5站5海”

460 多人组成的考察队脚步遍布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

站、秦岭站，宇航员海、阿蒙森海、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罗斯海。

先看看“5 站”。考察队完成了 5 个考察站度夏调查，取得一批重

要进展和成果。其中，昆仑站首次开展了近红外天文观测及近地空

间环境全时段监测，为开展全年空天观测提供了坚实基础。

再说说“5 海”。有研究者指出，我们对这些海域的了解并不比

月球背面多多少。本次考察队围绕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

和反馈等前沿科学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布放了我国在

极地的首个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分析南极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及气

候变化潜在影响。

“极地生态系统评估和海陆空立体观监测能力全面提升。”考察

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张北辰如是总结。

看“国”字号：应用多套国产装备

冰雪大陆上时常能见到“中国智造”，这次尤其多。

在内陆腹地，测试和应用自主研发的近红外望远镜、可移动太赫

兹望远镜系统、南极无人值守智慧能源系统等。在大洋考察中，生态

潜标的主要生态传感器是自主研发。在秦岭站建设现场，国产机械

设备占比超 90％……

看极地科普：连办3场公众开放日

考察船护航科考，也是科普极地知识的窗口。本航次，“雪龙”号

和“雪龙 2”号共计举行了 3 场公众开放日。其中“雪龙 2”号更是首

次到访香港，一系列科研交流、科普讲座活动，掀起一场“极地热”。

正如“雪龙 2”号访港筹备委员会主席马逢国所言，原本陌生的

“雪龙 2”号和“极地科考”成了香港市民熟悉的词语，尤其是激发了

年轻人对极地科研的兴趣和热情。

南极万里之遥，考察成果离我们并不远。

比如，广受关注的南极磷虾。它是南大洋最大的潜在渔业资源，

蛋白质含量也远高于牛肉和一般鱼类，目前主要制作成精饲料和虾

油。一系列磷虾调查，能更好地了解和开发磷虾资源。

再比如，海洋中微塑料的危害之一，是通过食物链进入海洋生物

体内，如果人类食用这些生物，身体健康将受到威胁。本次考察队南

大洋业务化调查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海洋中微塑料含量。

8.1 万余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约四圈，“雪龙兄弟”船舱和储

存盘里更多的宝贝，未来的日子将陆续为我们揭晓。

（据新华社“雪龙 2”号 4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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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周圆

4月 16日，执行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的

“雪龙”号、“雪龙2”号全部返回上海母港。

翻阅航行日记、数据库、样品箱，看看

考察队都带回了哪些成果。

这是一组定格在中国南极考察史上的

新纪录：首次由“雪龙”号、“雪龙2”号、“天惠”

轮 3船保障实施的南极考察；历时 5个多月，

总航程 8.1万余海里；“雪龙 2”号创历史纪录

地8次穿越“咆哮西风带”；建设完成中国南极

考察站里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5120平方

米的秦岭站主体建筑；直升机单日最高吊运

物资211吨……

于中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之际开展的

这次考察，成果不断、看点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