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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嘉舜
1997年生，厦门大学海洋与

地球学院硕士研究生，2021年11
月23日搭乘“雪龙2”号极地科学
考察船从上海出发，跨越南北半
球、途经大洋洲和南美洲，环绕南
极，行程3万余海里，于2022年
4月下旬返回上海码头，圆满完成
负责的科考任务。

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受访者 提供

第一次驶向浩瀚
的大海，破冰前行，奔
赴世界的尽头；第一
次在严寒天气中进行
科学实验……4月20
日，厦门大学海洋与
地球学院2020级硕
士研究生胡嘉舜乘坐
中国自主建造的“雪
龙 2”号极地科学考
察船从南极地区顺利
返航，完成这场历时
149天的极地之旅。

回到校园后的
胡嘉舜，在他一路记
录科考日记的手机
里，写下了这样的感
慨：“参加中国第38
次南极考察注定会
是一段特别的记忆，
它是我第一次参与
的出海考察。希望
自己的人生能够从
这里启航。”

近日，本报记者
联系到了胡嘉舜，通
过他记下的日记，了
解他的科考故事。

2021年12月26日
南极长城站 晴

邂逅企鹅
“看到成群的企鹅跑来跑
去，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2022年 7月4日
厦门➝上海 晴

护送样品
“当代研究者接力传承，
探索海洋的奥秘”

2022年2月27日
南大洋宇航员海 大风

遭遇气旋
“科考船晃得厉害，房间里
的凳子像‘小帆船’”

” ”

南 极 科 考 日 记

“面对恶劣的气候环境，仍坚持高强度
的实验节奏，是海上科考人员必须要克服的
困难之一。”在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南极科考
之旅，胡嘉舜用手机记录下了每天发生的点
点滴滴。

南极天气变幻莫测，特别是以狂风巨浪
著称的“魔鬼西风带”，穿越其中时，科考船
需在剧烈的颠簸摇晃中航行。记者眼前身
穿黑色格子衬衫、头戴白色帽子的胡嘉舜，
回忆起在南大洋宇航员海遇到比西风带更
可怕的气旋时，显得更为严肃。

“海上风浪巨大，科考船逐渐晃得厉害，
房间里的凳子像‘小帆船’，不停地来回移
动，桌上的茶杯掉落在地上，船用电梯也停
运了……”胡嘉舜说，科考船那时已进入避
风状态，没有工作任务的他原本可以休息，
但是当身体随着船舶左摇右晃时，第一反应
是担心采集到的样品会因船剧烈摇晃而洒
出来。

当时，胡嘉舜和小伙伴急忙赶到实验室
固定物资：用绳子分别将桌面和地上放置着
的物资捆绑牢固，然后通过专用挂钩将椅子
固定好……“虽然科考船的航程已过半，但
是在实验室争分夺秒地固定物资，才让我第
一次有了危险的感觉。”胡嘉舜说，幸好及时
采取保护措施后，气旋对样品和实验仪器的
影响都不大。

接下来，胡嘉舜继续在船上过着“婴儿”
般的时间，经常在深夜从睡梦中醒来，船一
停靠在站点，无论何时，都会去采集海水样
品并进行预处理。

参与“雪龙2”号此次科考任务的是一支
由26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其中既有经验
丰富的专家学者，也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等年轻研究者。

25岁的胡嘉舜就是其中一员，他与同课
题组的同学一起负责“雪龙2”号航行途中的
南极海水同位素测定。这项看似简单但需克
服重重困难的实验，是人们了解全球气候变化
背景下南大洋生态系统和碳循环变化的关键。

2021年12月26日，胡嘉舜跟着科考队
来到南极长城站，也正是这一天，他第一次
邂逅企鹅。

这天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自己初到南极
时的欣喜：“在南极长城站停靠时，正是南极
短暂的夏天，在巍巍冰川看到不常见的绿
色，还挺诗情画意的。眼前的美景和做实验
时的艰难形成了反差，特别是看到成群呆萌
可爱的企鹅欢快地跑来跑去，心情也随之放
松了下来。”

赴南极科考的时间周期长，胡嘉舜在船
上度过了不少节日，其中就包括春节。其
间，科考船上组织了别出心裁的“春晚”和猜
灯谜活动。尤其是正月初十那天，品尝到陕
西老乡亲手做的臊子面，胡嘉舜想家了。

由于春节前后约十天，船上的网络无法
正常使用，没办法联系家人，胡嘉舜就在日
记里写下思念：“不能‘云’团聚的春节，感恩
爸爸和妈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让我追求自
己想要实现的梦想。”

胡嘉舜的日记留下了他逐梦的脚印：“当
站点与站点之间的航行距离比较近，为了不
影响下一站的采样工作，我会选择放弃休息
时间，尽快将上一个站点的水样处理好。”

在“雪龙2”号上，胡嘉舜最喜欢做的事
情，是到甲板上散步，看流云，看日出。

“没有任务且天气良好的时候，我喜欢
到7楼的甲板上散步。”3月8日，胡嘉舜在

“雪龙2”号的甲板上看日出。他觉得，无论
是天边的小岛还是无垠的冰原，抑或是航线
上流动的雨云，能够亲身经历，就已是幸运。

“人生中的第一次出海就是极地航
行，我竟然全程都没有晕船！”胡嘉舜在科
考日记里感叹：“原本出海之前，十分担心
自己会因为晕船而无法顺利完成海上作
业，实际情况是不仅在船上好好的，下船
后也没有任何不适，看来，平日里的山并
没白爬啊！”

这位提起海洋眼里有光的研二学生，
其实大学本科读的是历史学。胡嘉舜是如
何与海洋结缘的呢？

原来，胡嘉舜先是机缘巧合听了一场
海洋学科论坛后被深深吸引，后来，2017
年前后，在厦大思明校区学习的他，一有
时间就会坐公交车到翔安校区听海洋科
学相关的讲座以及课程，还找认识的学长
和学姐学习做实验，通过网络“恶补”科普
视频，最初的那份“一见钟情”最终化为

“日久生情”，他明确了自己海洋化学研究
的方向。考研时，他坚定了对海洋的热爱，
毅然“转变了航向”。

如今，胡嘉舜也适应了在厦大实验室
与电热板、离心机、银片等各种仪器和耗
材相伴的日子。如同他所说，无论是历史
专业还是海洋化学专业，都是“以问题为
导向”，如海洋化学专业，首先有科学问
题，通过采样、反复实验，再到撰写科研论
文。

2022年7月4日，胡嘉舜和同学启程
前往上海，协调此次南极科考采集到的上
千份不同种类的样品随货车回厦事宜。

临出发前，他拿出手机写下这样一段
话：“样品送回实验室之后，同课题组的学
弟学妹们得忙于进行同位素测定工作
了。其实，我毕业论文将用到的数据，也
是根据学长学姐以往南极科考带回来的
样品分析而出的。这也是一种传承。老
一辈海洋科学家筚路蓝缕，在海洋的世界
里开辟道路；当代研究者在先进技术的

‘加持’下，接力传承，探索海洋的奥秘。”
胡嘉舜在胡嘉舜在““雪龙雪龙22””号实验室号实验室

处理南极海水样品处理南极海水样品。。

149我到南极
做实验
厦大学子胡嘉舜搭乘
“雪龙2”号环绕南极，
开展海水同位素测定

天

胡嘉舜正在进行海水采样胡嘉舜正在进行海水采样。。

胡嘉舜与中山站合影胡嘉舜与中山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