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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2时30分许，我国13名科考队员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在人类首次登顶珠峰

70周年之际，我国珠峰科考继2022年之后再

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巍巍珠峰再次

见证历史！

当日凌晨3时，科考队员从海拔8300米

的突击营地出发，历经数小时攀登，终于抵

达海拔8830米的世界最高自动气象观测

站。固定钢筋绳索，更换蓄电池，安装风速

风向传感器……经过约1小时的紧张工作，

气象站零部件升级工作全部完成。随后，他

们攀登至8848.86米的峰顶，利用工具成功采

集雪冰样品。

2023年珠峰地区综合考察研究，是第二

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一部分。自

4月底以来，来自5支科考分队13支科考小组

的170名科考队员，继续聚焦水、生态和人类

活动，战高寒、斗风雪，在珠峰地区探索自然，

追问科学，奋勇攀登。

再攀高峰
解开珠峰科考“新宝藏”
今年珠峰科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

已架设在海拔5200米到海拔8830米的8套气

象站进行维护和技术升级。据第二次青藏科

考高海拔气象梯度观测小组负责人赵华标介

绍，维护升级重点考虑了极端环境下电池续

航问题，在海拔6500米以下气象站新增了降

水量观测，以获取更全面的梯度气象观测资

料，为研究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冰

川和积雪变化等提供基础数据。

今年科考的另一突破，便是时隔近60年

后再次发现喜马拉雅鱼龙化石。喜马拉雅鱼

龙在20世纪60年代青藏高原科考中被发现

并命名。鱼龙化石的发现，直接证明珠峰地

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稀有金属资源分队长、中科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吴福元院士介绍，“青藏高原矿

产资源丰富，我们在珠峰地区发现了以琼嘉

岗锂矿为代表的稀有金属矿产。珠峰科考能

为进一步揭示喜马拉雅地区稀有金属矿产的

分布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发现让人振奋，而随着2023年珠峰科

考的推进，各科考分队的新探索陆续亮相。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队利

用高精度的仪器和无人机开展大气温室气体

的连续观测，以精准估算青藏高原碳源汇现

状；古生物科考分队将在珠峰开展孢粉研

究，首次探寻海拔6000米以上地区孢粉里

的“独特密码”……

成果不断
“珠峰密码”正被逐步破译
珠峰是地球之巅，珠峰地区是感受全球

气候变化的前哨。全球变暖对珠峰冰川的影

响如何，是当前国内外科研人员和公众关注

的热点之一。

“我们刚从珠峰6500米处钻取了一支新

的冰芯样品。”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副院长康世昌兴奋地说，冰芯将为了解珠

峰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供丰富的信息。

曾多次前往南极、北极考察冰川变化的

康世昌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冰川退缩和融化

十分普遍。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珠峰地

区及青藏高原的冰川退缩相对较慢。我国科

学家钻取的珠峰冰芯记录显示，珠峰地区大

气中人类来源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等，自工业革命以来呈增加趋势。

“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与世界其他地区

紧密相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中科院院士姚

檀栋说，“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冰川雷达测

厚仪、大气湍流观测系统等系列先进仪器的

使用，有力提升了观测精度和探测水平。

生态系统与碳循环分队长、中科院院士

朴世龙介绍，在珠峰地区持续开展温室气体

变化科考，将更全面地认识青藏高原的生态

环境变化及其与全球环境变化的联动，为打

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作出更多贡献。

“2023年珠峰科考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不断

拓展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内容，相信越来越多的

‘未解密码’将被‘破译’。”科技部副部长、第二

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萌说。

1960年5月25日凌晨，我国登山队员王

富洲、贡布和屈银华登上珠峰峰顶，五星红旗

首次插上地球之巅。1958年至1960年，为配

合这次登顶，中科院组织了一支46人的科学

考察队，对珠峰地区进行了自然地理、地质地

貌、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考察。人类活动变化

分队长、中科院院士朱彤认为，“青藏高原科

考与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等

密切相关，从新科学问题提出到新技术应用，

科考永远也在勇攀高峰，珠峰科考就是典型

范例。” （据新华社拉萨5月  日电）

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 开展综合科学考察

我国科考队再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 5月  日，    年珠峰科考登顶队员在冲顶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