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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部门批准，现定于2022年5月20日上午

10:00在少游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对3辆轿车、商

务车进行拍卖，车型包括：大众、别克，参考价为2—

4.6万元不等，以实际情况为准，每辆车需交竞买保证

金1万元。详情请咨询扬州市少游拍卖行。

有意者请于2022年5月19日下午3:00前携

带保证金进账单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办理

报名手续，帐户名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高邮市农村商业银行文游支行, 帐号：

3210840401201000338482。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5月18日至5月19日
单位地址：高邮市新237省道城南经济新区中

心大道二手车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0514－84065111 13056324888

（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汤先生）

公车拍卖公告

5月17日，中国科学探险学会发布讣告，高邮籍著名
科学家夏训诚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5月16日逝世，享
年88岁。

夏训诚是高邮临泽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是中
国著名沙漠地貌学家，新疆沙漠及防沙治沙研究的奠基
人，国际干旱区地理环境著名学者，他曾任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所长，中国科学探险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届常务理
事，第四届理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

他出生于高邮临泽镇 中学时迷上地理学科

1934年3月29日，夏训诚出生在临泽镇。他的父亲夏
绍箫读过几年私塾，开了一爿竹器店，生了6个子女，日子
并不宽裕。夏训诚的外祖母胡氏，知书达礼，非常希望她
的外孙、外孙女读书成才，进而振兴门庭，报效国家。夏训
诚是长孙，备受外祖母喜爱。在临泽小学读书的5年时间
里，夏训诚一直成绩优异。1947年，夏绍箫将竹器店迁到
高邮城。夏训诚小学未毕业就考取了高邮城的一所职业
中学，后来到扬州、南京读完初中，不久又回到扬州，在扬
州中学高中毕业。

学习期间，夏训诚对地理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
毕业时，夏训诚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南京大学地理系。在南
大学习的4年时间里，夏训诚学习异常勤奋。他选择了自
然地理专业，导师是系主任任美锷教授。任美锷教授是国
内外知名的地理学家、地貌专家，后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他的为人、治学与成就给夏训诚以深远的影响。1957
年，夏训诚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科学院
新疆分院。

1958年，新疆分院刚刚成立，23岁的夏训诚接受的第
一个任务就是跟随新疆分院综合考察队，用3年的时间，考
察全疆的自然地貌。年轻的夏训诚，有幸跟随几位经验丰
富的苏联地质专家，走遍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大
地。他看到，新疆的沙漠、戈壁不仅分布区域很广，而且危

害非常严重。
夏训诚经过考察后，将新疆的沙漠科学地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是以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代表的流动性沙
漠，在风力的作用下，由天山向昆仑山南移；第二类是以北
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代表的半固定沙漠，沙丘上的红
柳、梭梭等沙漠植被起到了固沙的作用；第三类是南北疆
绿洲中零星分布的沙漠。

夏训诚对新疆沙漠的规律性研究获得了普遍认可，他
又提出：在沙害最严重的地方设立沙漠化治理站，以减缓
沙漠推进的速度。随后，新疆分院在莎车县建立了全疆第
一个沙漠化治理站，夏训诚担任首任站长。

他是彭加木的科考搭档 三次带队寻找失踪队友

夏训诚还是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科考搭档。1979年，
中日合作的电视片《丝绸之路》开拍，夏训诚借此机会沿着
罗布泊外缘走了一遭。同时，他与同事彭加木摩拳擦掌，
准备真正进入罗布泊，他们都太渴望见到斯文·赫定曾经
泛舟而行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彭加木主动提出支援边疆科研，第一
次奔赴大西北，与夏训诚一起组织了新中国第一支罗布泊
科考队伍。彭加木任队长，夏训诚任副队长。1980年，彭
加木率领11人科考队首次开赴罗布泊，准备第一步摸清路
线，第二年采样，第三年总结。夏训诚则同期在美国考
察。令人震惊的是，出差回来，在火车上，夏训诚听到了新
华社的广播：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

得知消息后，夏训诚迅速赶赴乌鲁木齐。后来，夏训
诚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寻找行动，第一次“寻找彭加木”，
120多个人，30多辆车参与，甚至还有直升机协助。同时，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开始连续几天报道彭加木失
踪的消息。夏训诚组织100多人，在荒漠中寻找彭加木。
为了保证救援者本身的安全，他们采取了十人一组，每人
之间十米，拉网式向前走的方式。同时，夏训诚带着彭加
木的儿子，两人整天形影不离。

彭加木的失踪，正好处在中国科研起步，时代变迁的

关键时期，他也由此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了一次转折。

他破解罗布泊之谜 纠正外国学者错误理论

1981年4月至6月，中科院新疆分院又组织一支20多
人的考察队去罗布泊，夏训诚仍任队长。这次考察以科学
研究为主，当然还是不放弃寻找彭加木的机会。夏训诚再
一次纵穿罗布泊湖盆，第一次在湖盆中心进行钻探和湖底
地形剖面测量，采集水样、岩心数百个，植物标本120套，收
集历史遗物30多件，同时对塔里木河下游和孔雀河下游进
行了综合考察，考察面积2万平方公里。这是罗布泊考察
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也是吃苦最
多的一次。

罗布泊的沧海桑田是全世界的地质学家都渴望破解
的自然之谜。1972年，美国的地球资源卫星从900公里的
高空拍下的罗布泊很像一只“大耳朵”，其成因众说纷纭，
夏训诚揭开了“大耳朵”之谜。国外学者认为，“大耳朵”是
罗布泊的环形湖堤或者湖岸阶地。而夏训诚则用多次的
实地考察证明：“大耳朵”是干涸了的罗布泊盆地，是罗布
泊在不同滞水期积聚的湖滨盐壳在太阳光照射下的不同
色彩轮廓，它真实地记录了罗布泊从烟波浩瀚到世界旱极
的演变过程。

2000年12月，中科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组成了塔里
木河下游科学考察队，夏训诚任队长。夏训诚长期从事沙
漠调查和地质学考察工作，他曾经17次在被称为“死亡之
海”的罗布泊考察，揭开了罗布泊神秘的面纱。他和他的
同事们创立了中国的罗布泊学说，打破了若干年来中国的
罗布泊由外国人来研究的格局，纠正了外国学者的错误理
论。

2001年春节期间，夏训诚回邮省亲，《高邮日报》记者
对他进行了专访，讲述他带领“塔里木河下游科学考察队”
进入罗布泊考察的情况。当年，中央电视台对“塔里木河
下游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考察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报
道，在中午的“新闻三十分”节目中，夏训诚以浓重的高邮
口音对罗布泊考察进行了权威解说。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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