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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全球深渊深潜
探索计划”支持下，中国与新西兰联
合科考队 21 日正式完成普伊斯哥
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首次实现
人类下潜至普伊斯哥海沟最深处。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1 日，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全国重点实
验室联合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
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了中国-新西
兰普伊斯哥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
航次。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航次首席科学家杜梦然 21 日
在惠灵顿举行的联合科考发布会上
说，本航次首次实现人类下潜至普
伊斯哥海沟最深处，通过载人深潜
观察到大量新奇的生命现象；采集
了一批宝贵的生物样品，大部分为
疑似新物种；同时采集了一批不同

岩性的岩石样品，为揭示俯冲过程
（岩石圈板块相对于另一个岩石圈
板块下降潜伏的过程）和机制研究
提供了重要样本。

本航次是国际首次对普伊斯哥
海沟开展载人深潜科学考察，也是
中国与新西兰第二次实施载人深潜
联合科考航次。中国科学院国际合
作局局长刘卫东说，这种合作精神
体现了科学探索的本质，即超越国
界、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

“这是国际首次在处于魔鬼西
风带的普伊斯哥海沟开展载人深潜
科考航次，在极恶劣海况下完成32
个潜次任务，创造了75小时 5潜次
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杜梦
然说。

据悉，本航次是中国与新西兰
科学家共同设计、来自 8个国家 68
名科考队员共同实施的深渊载人科

考航次，9个潜次任务由外籍科学家
完成；航次采集样品和数据由参航
科学家共享，依托国际上唯一的强
作业能力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
号以及“探索”系列科考船作为全球
深渊科考平台。

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
所副首席执行官罗布·默多克说，这
项合作为新西兰科学家提供了难得
的开展深渊研究的机会，使他们能
够获得新西兰周围深海的样本和数
据。收集的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新物
种，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家对新西兰
独特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他
期待在未来几年里继续合作，共同
处理样本、分析数据并公布最终
结果。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
示，一直以来，深海都是人类不易探
索的领域，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奋

斗者”号等载人深潜器使人类具有了
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
研究的能力。“探索一号”科考船此次
开展的普伊斯哥海沟联合科考任务对
人类探索海洋资源、推动世界海洋事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渊”特指水深超过6000米的
深海区域，具有超高静水压力、黑暗、
低温、构造活跃等特点，是地球最极
端的海洋环境，其复杂的板块构造活
动孕育了独特的化能生态系统与未知
的生命形式，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
领域产生重大发现和理论突破的最前
沿领域。

中国-新西兰联合深渊深潜科考
始于2022年底，此前两国科考人员借
助“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到达新西
兰北部克马德克海沟最深点，下潜至
万米海底。

（新华社惠灵顿3月22日电）

中国与新西兰完成普伊斯哥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李惠子

一颗颗玉米棒缀在齐人高的秸
秆上，羊群在窄路两侧啃食青草。
妇女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将水桶举上
头顶，满脸喜悦地向家走去……这
是记者日前在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
省奇林达村走访时看到的景象。

去年，津巴布韦遭遇严重旱
灾。为了应对干旱，中国决定为津
巴布韦中部省以及东部的马尼卡兰
省、马斯温戈省、东马绍纳兰省援建
300口水井。奇林达村已经用上了
中国援建的首批水井，近日举办移
交仪式。

村里难得有大型活动，大伙儿
一早便赶着去参加，有的村民甚至
兴奋地在草丛边舞蹈起来。一时
间，小村子多了许多喜庆氛围。

仪式结束后，记者走进55岁村
民穆坦加杜拉的家，她正在忙活着
给院子里的甜高粱浇水。得知记者
来采访，她兴奋地说：“你看我的甜
高粱和玉米都已经成熟了，这口新
井真是帮助我们许多！”

奇林达村共有55户人家，许多
家庭世代定居在此。正如津巴布韦
多数农村，村里没有其他产业，村民
们以务农和饲养牲畜为生。因此，
充足的水源对全村生计至关重要。
用村民们的话说：“在这里，水就是
我们的生命！”

多年来，奇林达村与临近两个
村庄共用一口水井。但水井距离该
村较远，村民们取一次水来回步行
要两个小时。更令他们苦恼的是，
近年来津巴布韦频遭干旱，导致水
井逐渐趋于干涸，打出来的水越来
越浑浊，有时甚至已经打不出水。

“过去，妇女们常常在井口因为
争水而打架！”穆坦加杜拉一边剥着
手上的甜高粱，一边说。

“那井水非常浑浊，需要煮很久
我们才敢喝。尤其是去年赶上严重
干旱，井里几乎没有水了，没办法浇
庄稼、喂牲口，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73岁的村民穆祖卡说。

穆祖卡告诉记者，算上他的父
亲，他们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 100
多年了。近几年，村里粮食歉收、生
活困难，几个孩子陆续搬到哈拉雷

和布拉瓦约等大城市寻找工作机
会，只剩下老两口在这里勉强度
日。去年底，中国援助的水井建在
了村口，用水问题解决了，让他们觉
得日子又有了盼头。“打出来的井水
非常清澈，我们再也不用为水发愁
了。我要感谢中国人，你们是津巴
布韦永远的朋友！”他动情地说。

“感谢”是记者从这些朴实的村

民口中听到最多的词语。当日庆祝仪
式结束后，不少村民还留在井口前久
久不愿离去。他们对着记者的镜头，
多次说着“感谢”。

记者临走时，穆坦加杜拉执意要
记者带上一根她刚刚砍下的甜高粱尝
尝。她说：“我们会守好这口井，也会
记住是中国人帮我们建了它！”

（新华社哈拉雷3月23日电）

“中国井”给津巴布韦农户带来盼头
新华社记者 许 正

这是3月20日，两名女子头顶装水的容器走在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省。
（新华社发）

抵达格陵兰岛南斯特伦菲尤尔东北约30公里的格
陵兰冰盖西部边缘，世界第二大冰盖身披皑皑白雪，安
卧眼前。

作为地球上仅有的两块永久性冰盖之一，这里保存
着地球数万年的气候记忆。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的影
响，格陵兰冰盖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并不断接近不可逆
转的“临界点”。

从多处没有被白雪覆盖的冰面向下，不见尽头的深
暗冰层内部，可见众多白色裂隙如巨大“伤口”般向四周
炸裂延展，幽深狭长、难以“抚平”，仿佛正向地球无声倾
诉着即将发生的巨变，悄然发出关于人类命运的警告。

英国杜伦大学领导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受气候变
化影响，格陵兰冰盖裂缝的大小和深度都在显著增加，
这可能导致格陵兰冰盖冰损失量增加，推动冰川向海洋
移动，加剧海平面上升。随着海洋温度升高，冰川加速
融化，融水进入裂缝会使冰层深处加速断裂。

而在当地人眼中，多年来大量关于格陵兰冰盖正加
速消融的科研结果却并非抽象的论文结论，而是“令人
震惊”的“肉眼可见”。

常年生活于此熟悉冰盖情况的当地向导谢尔·温特
21 日告诉新华社记者，这里的冰盖消融速度“极为明
显”。他指着不远处冰缘周边长满的红色北极柳说，那
里几年前不可能生长植物。

温特说：“事实上，冰盖每年夏季都会消融，但我们
通常看到冬季（融化的冰）又会再回来。然而，过去16
年，情况急速变化，夏季消融的冰在冬季回来的越来越
少，有些地方甚至已经不再回来。”

在冰盖边缘处，丹麦科研人员设置的科研装置正在
监测冰盖消融的速度。温特告诉记者，科研人员曾于去
年冬天在冰盖边缘处竖立一个测量用长杆，当时装置只
有1米在冰面之上，而如今却有约6米处于冰层之上。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学院气候建模
专家塞巴斯蒂安·穆茨告诉记者，全球冰量急剧减少，过去十年冰量减
少的速度增加了约30%至40%。北半球的冰量减少速度比南半球快，
格陵兰岛的情况是重要原因。虽然格陵兰冰盖面积远不及南极冰盖，但
其消融速度却更快，研究显示，自2003年以来每小时减少约3000万吨。

冬日阳光映射下，记者看到，格陵兰冰盖呈现暗淡蓝色，一些地方甚
至还会呈现怪异的红、紫、黑等其他颜色。温特告诉记者，与多年前相
比，“这里冰盖和冰川的颜色变得更暗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气候变暖会导致冰盖和冰川颜色变深，而深
色物体更容易吸收阳光的热量，导致这些深色区域融化更快。依照英国
冰川微生物学家约瑟夫·库克的研究，冰盖和冰川颜色加深是因为多种
微生物在急剧变暖的北极生长，这“并不代表美丽而神奇，更多是危机
的先兆”。

冰盖消融加速，附近的冰川也“在劫难逃”，肉眼可见的变化甚至更
为明显。

不少来到南斯特伦菲尤尔的观测者通常会前往拉塞尔冰川高处，从
那里时常可以看到，大块冰块从60米高的锯齿状冰墙上崩落，落入下方
急流。温特引领记者来到拉塞尔冰川边缘时说，过去十年里，一些地方
的冰墙高度已明显降低。

多国科学家指出，如果整个格陵兰冰盖融化，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
升7米。已有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格陵兰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
升约14毫米。

除此以外，穆茨指出，格陵兰冰盖和冰川迅速消融还将对沿海社区
和工业产生严重直接影响，对离海岸较远的地区造成间接影响。更重要
的是，它还将严重影响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并对全球气候产生深远影
响。此外，还将看到西北欧风暴强度的增加、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以及
降雨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冰盖和）冰川快速融化已经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温特告诉记者，一些格陵兰人已不得不改变狩猎和捕捞方式，甚至搬离
自己的家园。

对21世纪的人类来说，一切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将改变
我们在哪里居住、如何生活”，库克说。

（新华社格陵兰岛南斯特伦菲尤尔3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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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3月22日电 德国
联邦总统发言人塞尔斯廷·加梅林
2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当天签署了此前联邦议
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基本法》修
正案，放宽“债务刹车”条款限制，允
许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和基础
设施建设。

该修正案由正在开展组阁谈判
的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提出，
并获得绿党支持。该修正案放松
限制联邦政府新增债务的“债务刹
车”条款，允许联邦政府在国防领
域的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
时，通过举债筹集资金，不计入《基

本法》规定的债务限制。此外，允许
联邦政府设立一个不受“债务刹车”
条款约束的 5000 亿欧元特别基金，
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1000 亿欧元注入现有的气候与
转型基金。

德国媒体将此次“债务刹车”机制
改革视为德国新政府的财政基石。新
政府预计将在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完
成组阁谈判后组建。

“债务刹车”是德国政府为防范债
务过快增长而制定的一项财政规定，
于2009年写入《基本法》。该规定要
求联邦政府每年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35%。

德 国 总 统 签 署《 基 本 法 》
修正案放宽“债务刹车”限制

英国最大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
因附近变电站起火而关闭近一天
后，于22日全面恢复运营。此次停
运事件的相关调查已经启动。

希思罗机场21日凌晨宣布，因
附近变电站发生火灾导致严重停电
事故，决定临时关闭机场直至当天
午夜。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
之一，希思罗机场当天原定有1351
架次航班起降，涉及多达 29.1 万名

乘客。停运事件导致许多航班改停
其他机场或折返出发地。

机场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尔比
耶22日告诉英国媒体，该机场当天
上午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营。以希思
罗机场为主要起降地的英国航空公
司说，22日的预定飞行计划有90%
班次已执行，承诺23日执行率将“接
近全满”。按照机场网站的航班出发
信息，截至22日下午，在该机场起飞

的航班只有少数班次延迟和取消。
机场方面将委托其独立董事会

成员、英国前运输大臣露丝·凯利对
机场的危机管理方案和应对停电事
件的表现展开调查，以提高机场的
应变能力。

另一方面，英国能源部22日说，
已委托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商对停电
事件展开紧急调查。此次停电事件
引发人们对英国关键基础设施应急

能力的质疑。
发生火灾的变电站位于希思罗机

场东北方向的海斯一带。苏格兰和
南方电网在社交平台X发文说，这处
变电站火灾导致超过 1.63 万户家庭
断电。

伦敦警方在初步调查后表示，“没
有迹象”显示火灾涉及人为破坏。伦
敦消防局将就配电设备的消防安全
隐患展开调查。 （新华社微特稿）

希思罗机场恢复运营 停运事件调查已启动

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3 月
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为

“携手缩小早期预警差距”，聚焦气
象灾害预警体系对守护生命安全、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作用。

为了确保气象灾害预警系统能
保护到世界各地的每个人，人们亟
需缩小气象预警能力差距。世界气
象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是有记录
以来最热一年，全球变暖驱动下极
端天气事件频发，人类生活、生存受
到越来越多的威胁。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塞莱丝特·绍洛在今年世界
气象日声明中说，1970 年至 2021
年，全球已报告因天气、气候和水危

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200 多万，经济
损失高达4.3万亿美元。

联合国2022年发起“全民早期
预警”倡议，计划在 2027 年底之前
通过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实施预先
行动和抗灾努力，预防水文气象和
气候等灾害。

倡议目前进入中期阶段，全球
气象预警系统建设已取得一定成
果。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
告，截至 2024 年，共有 108 个国家
报告已具备了一定的多灾种早期预
警系统能力，占全球国家总数的
55%，这一数字相比2015年增长了
一倍多，然而还有一些地区仍然比
较落后。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由灾害风
险知识、准备与响应、多灾种监测和
预报以及预警传播与通信组成。这
类系统近年来发展呈现一些新趋
势：一是人工智能应用增加，如希腊
用人工智能分析热浪死亡率，优化
预警阈值；二是区域合作加强，如东
南亚国家通过非洲及亚洲区域综合
多灾种预警系统共享地震海啸联合
预警数据。

但是全球气象预警也面临诸
多挑战，如存在互联网接入等技术
鸿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早期预警
系统依赖国际项目资助，以及农村
地区预警信息覆盖率远低于城
市等。

要缩小气象预警差距，未来还需
要携手共促创新、加强区域合作、调
集共享资源。世界气象组织官网介
绍，地球系统科学将天气、气候、水和
环境等关联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理解
并预测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建立
有效的预警系统至关重要，而全球公
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为联合国

“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供了巨大
潜力。

中国积极投身全球气候治理，为
全球气象预警贡献中国力量。中国
的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服务全球的

“中国星”，从方案设计到产品服务都
是支持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
的重要力量。

缩小气象预警差距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塞舌尔位于非洲东面的印度洋上，风景秀丽，全境 50%以上地区被辟
为自然保护区，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誉。主要景点有马埃岛、普拉兰岛、
拉迪格岛等。旅游业为塞第一大经济支柱，直接或间接创造了约 72%的国
内生产总值，并创造了 30%的就业。2024 年，塞共接待外国游客 35 万余人，
达到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塞旅游业逐步恢复。

这是3月15日，游客在塞舌尔拉迪格岛排队登游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