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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南大洋磷虾考察记  

王  荣 

中图分类号: K206；N092；G322.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2)10-0123-03 

 

宿愿 
1984~1985 年南半球夏季 , 中国进行了首次南

极考察 , 除建站、陆地考察外 , 还进行了南大洋考

察。作为准备, 1983 年 12 月~1984 年 2 月我去阿根

廷的南极考察站做调研。在阿根廷破冰船“天堂湾”

号与国家海洋局罗钰如局长会合, 一同随船考察了

在南极半岛地区的几个考察站。在船上我向罗局长

介绍了南极磷虾, 并建议南大洋考察最好以磷虾生

态学考察为重点。南极磷虾不但是南大洋生态系统

中的关键种 , 而且资源量特别大 , 是海洋中最大的

潜在蛋白资源。开展南极磷虾的研究既可以为南大

洋生态系统研究作贡献, 又可以为南极磷虾的开发

利用和资源保护做一些基础工作。当时正在进行的

最大的国际南极研究计划 BIOMASS 是以磷虾资源

考察为重点, 我们的考察以磷虾为重点可以使我们

的工作纳入重大国际计划, 尽快与国际接轨。罗局长

采纳了这一意见, 明确了中国首次南大洋考察是“以

磷虾生态为重点的多学科综合考察”。 

进军 

1984年 11月 20日考察队乘“向阳红 10号”从上

海起航。船一出长江口, 我们生物小组就开始工作。

航行中考察队并没有安排观测项目, 我们只是觉得

一个多月的航行不能只当乘客。从上海到南极考察

的出发地——阿根廷的乌斯怀亚, 是一条从西到东、

从北到南穿越太平洋的大剖面。中间跨越几个不同

的气候带, 是了解某些海洋参数大尺度分布特征的

好机会。由于船以 18 n mile的速度航行, 只能采取

表层海水做一些分析。因此决定测定表层海水温度、

盐度和叶绿素 a 测定含量, 另外利用库尔特计数器

测定海水中有机颗粒的粒径谱。叶绿素 a 可以反映

浮游植物生物量, 粒径谱可以反映海水中有机颗粒

不同粒级的分量和总量, 这都是反映海洋生产力的

重要参数。每天早晚两次, 这样单程就获得了近 70

个测点的资料, 去程和返程又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

的季节。以前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资料。后来, 有关这

两次航渡资料的分析单独有论文发表, 可以说是额

外收获。  

经过了 3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乌斯怀亚。休整

补给后, 于 12月 25日开始横渡“德雷克”海峡。德雷

克海峡以凶险闻名, 想不到进入海峡后天气出奇地

好。平滑的海面上只有低长的涌浪。过了 60°S, 高

频鱼探仪上出现断断续续的影像, 因为没有拖网不

能确定是不是磷虾, 但影像的出现增强了我们的信

心。 

26 日晚 10 时, 南舍得兰群岛的雪山遥遥在望, 

“向阳红 10 号”先进入布兰斯费尔德海峡, 然后从南

面进入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锚泊后, 建站人员

下去选站址, 准备建站。 

初战 

建站的具体位置选好后, 建站和陆上考察人员

全部登陆, 我们大洋队成了卸货和搬运的主力。我们

一边搬运 , 一边在湾内采集磷虾活体 , 开展实验工

作, 锚泊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做实验的好机会。1983

年我在“尤巴尼”站考察时, 在这一带捕到过磷虾。 

船在锚泊状态只能做垂直拖网。网具是我们专

门设计的, 用绞车放到 50 m深处再用 1 m/s的速度

提上来。一个晚上拖几十网。开始几天一无所获, 12

月 29日终于捕到了 1条, 第二天又捕到了 12条, 第

三天竟然捕到了满满的两水桶。磷虾小组昼夜值班

伺候它们。在开始南大洋考察之前的 20 天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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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极磷虾生长、蜕皮和摄食率的观察和测定。 

丰收 

1 月 19 日晚 10 时卸完最后一批货, “向阳红 10

号”立即顶着 21 m/s的大风出海。凌晨 2点到达布兰

斯费尔德海峡内的 01号站。鱼探仪上有断断续续条

带状的影像, 标准斜拖网只捕到几条磷虾。鱼探仪上

的影像就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有时浓密有时稀疏。

但只捕到几条, 最多几十条。是鱼探仪影像显示的不

是磷虾 , 或者我们的网具有问题？我想 , 这一带是

磷虾的密集区, 影像应该是虾群；网具也不会有问

题。捕不到虾极可能是水层控制不对。我们没有实

时监测网具深度的仪器, 拖网深度是用拖速与绳长

的关系推算的。极可能我们用的关系式不准确, 需要

重新测试。领队再三考虑, 最后同意测试。我带去一

台拖网深度距离记录仪, 把它固定在网架上可以把

拖网的完整轨迹记录下来。花了 3 个小时重测一遍, 

发现以前用的关系式的确存在较大的误差。 

恰在这时, 鱼探仪在 30~40 m 深处出现了浓密

的影像。马上下网, 并用正确的关系式放出了钢缆。

15 min后收网, 当红彤彤（活的南极磷虾是红色的）

满满一网袋磷虾拖出水面时, 甲板上一片欢腾。这一

网 10.3 kg。遇到虾群了！干脆多拖几网。生化分析、

食品加工研究等需要较多数量的样品。再说, 大家早

就盼望尝尝磷虾是什么滋味了。一条万吨巨轮拖着

一个网口面积只有 2 m2的小网在虾群上来回转, 一

连拖了 16网, 最多的一网捕了 21 kg。晚上来了一次

磷虾宴。 

遇险 

1月 26日, “向阳红 10号”深入到南极半岛以西、

别林斯高晋海的南部水域。计划测点已完成近一半, 

大家都松了口气, 心里也踏实了许多。谁也没料到一

场可怕的灾难正等着我们。 

从 19 号站向 18 号站航行时, 气象预报说：“气

旋已过去, 以后风力将逐渐减小。”可实际情况是风

力愈来愈大。所谓气象预报, 只是队里搞气象的同志

根据卫星云图做一些大趋势的分析, 没有什么气象

台站为南大洋做预报。到达 18 号站后, 风浪太大已

无法工作, 领队决定暂停观测原地待命。下午 4 时, 

风速已达 36 m/s, 这已是 12级以上的风速了。我们

实际上又被卷入了另一个气旋。浪高达 12 m, 大浪

像小山一样一排一排地压过来。“向阳红 10号”被迫

慢车顶风与大浪搏斗着。一排浪过来, 船头猛地抬起

来；浪过去, 又一头栽到波谷里。每一次起落船体都

剧烈地颤抖, 发出“嘎吱, 嘎吱”的声响。真担心船体

散架了。我和衣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恐怖

的声音。 

突然, 房门打开, 一个队友冲了进来说：“王老

师, 不好了, 后甲板的东西全完了！” 我的头“嗡”的

一下。后甲板上有我们的样品和几十万美元的装备, 

一旦丢损不但前功尽弃, 接下去也没法干了。什么也

没想, 我和几个队友打开船尾的水密门就冲了出去。

太可怕啦！与海打交道三十年还没见过这种场面。

后甲板上一片狼藉 , 塔吊被打歪倒在一边 , 连续采

集器的钢架被扭成了麻花⋯⋯能抢救多少算多少！

突然一个大浪漫过直升飞机平台砸了下来。我们几

个全被砸倒, 淹没在冰冷的海水里。万幸, 大家死死

抓住可以抓住的东西没有卷到海里。只是我的帽子

和眼镜被冲走了。刚爬起来, 船尾一沉, 又一个浪砸

下来, 再次被打倒。这次被挤在采集器的钢架与绞车

之间, 腿部剧痛。船尾干舷很低, 我知道, 再来几个

浪我们就要葬身冰海了。忍着腿部剧痛爬起来, 幸亏

没骨折。挣扎着爬到直升飞机平台下面。这时我意

识到面对这样的风浪我们无能为力, 也许根本不该

冒失地出来。不久船长组织了抢险队把我们救了回

来。 

第二天风力终于减弱, 决定返航。经过这一次劫

难, 船体和装备受到很大损坏, 都需要检修。我们也

需要休整, 认真总结一下。回到麦克斯韦尔湾才发现

船体多处出现裂缝, 有人讲再有几个小时船真的就

散架了。 

重整旗鼓 

休整 1 周后 2 月 4 日再次出航。领教了极地风

暴后 , 重新确定了工作方针：“先易后难 , 高度机

动”。计划出去后先做布兰斯费尔德海峡中的 4个测

站, 然后再把列文思顿岛附近的 6个测站拿下来, 之

后再考虑做深海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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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缓慢地前进, 不时绕过巨大的冰山。成群的企

鹅站在浮冰上像列队的水兵向我们行注目礼。冰山

的爆裂声震撼着空旷的冰雪世界。“向阳红 10号”是

一条没有破冰能力的普通科考船, 在冰区航行确实

有点冒险。为了避免碰上冰山, 每个测站要数次移动

船位。磷虾拖网更是小心翼翼, 生怕网具刮在浮冰

上。 

2月 8日在列文思顿岛漂泊待机。我利用这喘息

的机会把积压的叶绿素样品分析出来, 并安排下一

轮的磷虾实验。不幸的事又发生了, 低温实验室的继

电器出了故障, 温度降到－2℃以下, 饲养磷虾的容

器内结了厚厚的冰。这批磷虾如果死亡, 很难有机会

补充, 得赶紧处理。忙了一整天, 总算把大部分磷虾

抢救出来。刚处理完, 船长决定启航向最远的 11 号

测站冲刺。 

从 8号站到 11号测站构成了从陆架到陆坡、到

洋盆的完整断面。趁着一个气旋刚过、后一个气旋

还没到来之前, 先攻下 4 100 m水深的 11号测站。

有报道讲南极磷虾可能存在发育洄游：受精卵沉到 

1 000~2 000 m才孵化, 一边变态一边向上移动, 等

发育到开口进食的原蚤状幼体时, 刚好上升到 200 m

以上有丰富浮游植物的真光层。为了验证这一推论, 

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不同水层的垂直拖网。我们确实

在 1 000~500 m水层发现最多的后期无节幼体(刚孵

化的无节幼体出现时间太短, 极难看到), 每 1 000 m3

有 1258个。到 500~200 m减至每 1 000 m3有 147个。

200 m以上未发现。而原蚤状幼体则相反, 集中出现

在 200 m 以上水层, 从而用实测数据证实了这一现

象。我们很幸运, 因为早期幼体的出现时间很短, 不

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出现的。 

胜利返航 

完成最后一个测站 , 返回麦克斯韦尔湾 , 一方

面整理样品和记录, 一方面继续做磷虾的实验。考察

队还布置了一项任务：返航前各专业必须完成航次

报告。虽然闲不住, 但轻松多了, 也有时间整理内务

了：先把那身浸透海水和沾满机油的羽绒服洗一洗, 

再把长了霉的床垫晒一晒。 

我们船虽然是万吨巨轮 , 但为了节省燃油 , 自

始至终不开暖气。因为船上没有海水淡化设备, 用淡

水也严格限制。由于经费不充裕, 每个队员只发一套

羽绒服。甲板作业溅一身泥水, 也只好穿着湿漉漉的

衣服、呆在冰冷的房间里。 

这次磷虾考察成果斐然。在磷虾主要分布区的

南极半岛水域, 掌握了磷虾的集群特点、数量分布、

种群组成、生物学特性和环境条件的第一手资料；

在现场做了磷虾生长、蜕皮和摄食的实验研究。完

成 20多篇论文。1987年完成的《南大洋考察报告》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次考察为以后的深

入研究闯出了路子, 打下了基础。1996年“南大洋磷

虾资源考察与开发利用预研究”获“国家‘八五’科技

攻关项目研究成果”证书, 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终于在 2009~2010年夏

季开始试捕南极磷虾, 两条船作业 20天, 产量 2 000 

t。2010~2011年夏 5条船产量 16 000 t。27年过去了, 

当年的艰辛终于看到了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