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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球3.5万人赴南极旅游
环境污染 局部地区变暖 生态系统被破坏

再这么玩下去，南极迟早玩完

南极旅游主要路
线图一：从阿根廷或智
利出发，经过德雷克海
峡后进入南极圈，登上
南极半岛。

主要路线图二：从
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出
发 ，进 入 南 极 圈 后 驶
向 罗 斯 海 ，登 上 南 极
大陆。

南极的夏天很热闹

南极旅游方兴未艾。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南极的夏天，也是南极旅游季。那时，南极

圈全日白昼，天气相对温和，鲜有大风，野生动物也趁机在冰川大陆上晒
太阳，这是游客观赏南极风景的最佳时光。

大部分南极游客来自美国，跟的也是美国旅游公司。他们最常去南极
半岛，那里离智利和阿根廷很近，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企鹅等野生动物。

另外，罗斯海也是个热门的选择，那里距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约10天
的航程。罗斯冰架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冰群，面积相当于一个西班牙，它
们从海平面矗立，最高可达60米。

全球3.5万人去年游南极

南极旅游国际运营商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
球每年能登上南极大陆的游客为几百人。

至上世纪80年代南极旅游悄然盛行时，每年大概2000人。到2007~
2008年时，全球一度超过4.6万人登上南极大陆。近几年虽遭到金融危机等
影响，南极旅游发展有所放缓，但2011~2012年最少时也有2.7万客流量。

目前，2012~2013年南极旅游客流量数据还未公布，估计会达到3.5万人，
明年人数也可能持续上升。

在南极玩什么？

据极地环境咨询师、前《南极条约》新西兰代表霍明斯介绍，目前南
极旅游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不仅体现在游客数量上，还表现在旅游项
目中。

上世纪80~90年代的南极游客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基本都在
游轮上观光，偶尔在几个固定点上岸，看看野生动物、历史遗迹或仅仅
是访问一两个科考站。但如今，旅游项目日渐多元化，除观光外，还有
各类极地活动的探险旅游。

以前只有科考队进驻的南极腹地，现在也多了很多热爱挑战的年
轻游客。去年，伦敦一家探索旅行社斥巨资带了两三艘潜水艇到南极，
专为游客提供潜水服务。霍明斯说：“人们想出了很多新花招，在南极
高空跳伞、滑水橇、潜水或做些其他极富挑战的活动，南极探险旅游几
乎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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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极是件危险的事

历史上，南极对去访的游客和科考队员并
不友善，甚至发生了诸多悲剧。

1979年，一架新西兰航空公司的观光客机
从奥克兰起飞前往南极，中途因南极埃里伯斯
火山爆发，热浪和火山灰造成飞机失事，机上
257人全部遇难。从那次事故后，新西兰往南
极的观光飞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

有些在南极跳伞的尝试也曾酿成悲剧。
1997年，两个美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在靠近美
国阿蒙森南极科考站的地方跳伞，却因未能及
时打开降落伞，直接坠地身亡。

另外，南极不仅缺氧、寒冷和干燥，而且常
年刮大风，常发生伤人事件。2011年2月，一艘
挪威游艇在南极大陆附近的罗斯海海域航行，
突然狂风大作，这艘游艇连同三个船员顷刻间
与外界失去联系，消失得无影无踪。

游客太多 让南极很受伤

游客和科考队员因南极丧命，南极也因前
者受到伤害。

美国“旅游组织”执行总监斯蒂夫指出，旅游
业是人类对南极洲环境破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他说，游客违反规则是常有的事，“每个季
节，我们都能听到可怕的故事。比如，不遵守规则
乱走、抽烟以及离动物太近”。

还有人担心，南极将很快被践踏，游客带
来的外来物种或微生物在当地繁殖，破坏南极
的生态系统。

英国南极考察处一研究小组发现，一种来
自格鲁吉亚南部地区的昆虫——摇蚊在南极西
格尼岛上大量繁殖。它能分解垃圾，可释放出
大量营养物质渗入土壤，改变本地物种的生活。

此外，观光游轮发生漏油事件也是一大隐
忧。很多游轮载着成百上千的游客在满是冰
川、大风的南极海域转悠，而且又不熟悉当地气
候环境，一旦漏油事故发生，污染在所难免。而
且，游客生命也受到威胁，因为南极附近没有急
救队能展开及时救援。 据《合肥晚报》

很多年来，人们对南极
的印象基本都是酷寒、干
燥、大风、冰雪，目之所及只
有企鹅、海燕、鲸等野生动
物，偶尔晃过一两个人影，
那 是 科 考 队 员 在 执 行 任
务。景色未变，人却已改，
如今的南极大陆，人明显多
了，活动也丰富起来——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源源不
断，他们或观光看企鹅，或
跳伞潜水，热闹非凡。

但是，喧腾表象下难掩
南极生态环境的脆弱。科学
家警告，南极旅游并不像看
起来那么美，游客应当心生
命安全，也要注意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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