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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并参加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
采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
体同志：

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向

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参研参试

单位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丰

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

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经过

近20年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天

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理论、技

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这是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在掌握深海进入、深海探

测、深海开发等关键技术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勇攀

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标志性成

就，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后

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是关于向地球深部进军的重要指

示精神，依靠科技进步，保护海洋

生态，促进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

产业化进程，为推进绿色发展、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年5月18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采
“冰”——5月18日，我国南海神
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
燃冰”）试采实现连续187个小
时的稳定产气。这是我国首次
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是

“中国理论”“中国技术”“中国装
备”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

点亮新能源时代曙光
从5月10日起，源源不断的

天然气从1200多米的深海底之
下200多米的底层中开采上来，
点燃了全球最大海上钻探平台

“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这是
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
量占比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
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冰成功
实现试采。

可燃冰这种由水和天然气
在高压、低温情况下形成的类冰
状结晶物质，是标准的“高潜力”
能源。

它燃烧值高——1立方米的
可燃冰分解后可释放出约0.8立
方米的水和 164 立方米的天然
气，燃烧产生的能量明显高于煤
炭、石油，燃烧污染却又比煤、石
油小，更加清洁环保。

它资源储量丰富——可燃
冰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
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
主要的分布区，全国可燃冰资源
储存量约相当于1000亿吨油当
量，其中有近800亿吨在南海。

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组组

长陆敬安说，勘探显示，神狐海
域有 11 个矿体、面积 128 平方
公里，资源储存量 1500 亿立方
米，相当于1.5亿吨石油储量。

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采
和海洋石油、天然气相比，

海域可燃冰的开采就一个字：
难。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分布
广，但形成年代要比石油、天然
气晚得多，覆盖它的海底地层普
遍是砂质，现有的海底钻井设备
开采它就好比在‘豆腐上打铁’、
用‘金刚钻绣花’，稍有不慎就会
导致大量砂石涌进管道，造成开
采失败。”试采现场指挥部首席
科学家卢海龙说。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活
跃的国家主要有中国、美国、日
本、加拿大、韩国和印度等，各国
竞相投入巨资开展天然气水合
物试采，竞争异常激烈。其中，
美国、加拿大在陆地上进行过
试采，但效果不理想。日本于
2013年在其南海海槽进行了海
上试采，但因出砂等技术问题
失败。2017年 4月日本在同一
海域进行第二次试采，第一口
试采井累计产气3.5万立方米，5
月15日再次因出砂问题而中止
产气。

“与日本相比，我国海域主
要属于粉砂型储层，这也是占全
球90%以上比例的储藏类型。砂
细导致渗透率更差，同时我国的
可燃冰水深大、储层埋层浅，施

工难度更大。我们的突破，对于
全世界而言更具有可参考和借
鉴的价值。”试采现场指挥部首
席科学家卢海龙说。

——攻坚克难，首先依赖于
“中国理论”的建立。陆敬安说，
在多年勘探和陆地研究的基础
上，我国在全球率先建立了可燃
冰“两期三型”成矿理论，指导圈
定了找矿有利区，精准锁定了试
开采目标；创立可燃冰“三相控
制”开采理论，应用于试开采模
拟和实施方案制定，确保了试采
过程安全可控。

——试采的成功，也有赖于
“中国技术”的突破。试采现场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谢文卫说，
通过这次试采，我国实现可燃冰
全流程试采核心技术的重大突
破，形成了国际领先的新型试采
工艺。

——试采的成功，也来自
“中国装备”的支持。据介绍，这
次试用的钻井平台“蓝鲸一号”
是我国自主制造的“大国重器”，
也是世界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
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可适用
于全球任何深海作业。

根据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规
划，“十三五”期间，通过研制深
远海油气及可燃冰勘探开发技
术装备，我国将推进大洋海底矿
产勘探及海洋可燃冰试采工程，
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采，研
制成功全海深潜水器和深远海
核动力浮动平台技术。

据新华社电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采“冰”

本报讯 5月17日下午，上
海电气集团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迎来了一批“洋考官”，此间所展
示的“工业协作机器人”、“精益生
产电子沙盘”等实训项目，受到洋
考官们的关注与好评。此次考察
活动由市外办、市人社局主办，邀
请了世界技能组织26个成员国
的驻沪领馆总领事、馆长、总领事
代表。副市长许昆林出席。

考察中，36位洋考官对上海

电气集团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上海
电气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装
备制造企业集团之一，重视推进
特殊工种开发、技能等级提升、
技能鉴定等高技能人才培训工
作。上海电气集团高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自2011年成立以来，
累计培训各类技术员工4.7万余
人，因此被国家人社部授予“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称号。

上海电气集团迎来“洋考官”

本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昨天上午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马克
里，代表2400万上海人民欢迎总
统阁下访问上海。

韩正说，习近平主席和总统
阁下的会晤，有力推动了中阿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更大发
展，必将使两国合作的丰硕成果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上海作为

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长期以来
与阿根廷各地区在经贸、教育、
人文、体育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
而密切的合作交流。我们将进
一步鼓励更多上海企业到阿根
廷投资兴业，通过各种方式同阿
根廷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同时希望与阿根廷各地在科
技合作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上海愿为促进中阿两国之间的
友好交流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韩正会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要闻速递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贺电

本报讯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办公室昨天召开第三
次全体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市委副
书记、市长应勇，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林念修共同主持会议
并讲话。应勇指出，今年是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要聚
焦基础、主体、载体三个方面，加
快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要找准突破口、“试金
石”、结合点，着力构建科技体制
机制优势。同舟共济，合力攻
坚，加快实施好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国家战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应勇指出，建设上海科创中
心，核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张
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在国
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从基
础、主体、载体三个方面系统推

进、同步发力。基础，就是要加
快集聚一批大科学设施；主体，
就是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科研机构；载体，就
是要形成良好的研发和产业化
生态。建设上海科创中心，最紧
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各
类资源更好地向创新集聚、在创
新上发力。要找准突破口，落实
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加快
推进国家授权的改革任务落地，
尽早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要找准“试金石”，通过创新
主体和众创空间衡量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成效，以举办2017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主会场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要找准结合点，
加强与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合作，
进一步聚焦科创中心建设，抓住
关键结合点，开展更加深入广泛
的合作，形成更大的推进合力。

应勇：今年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

加快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本报讯 上海市委宣传部5
月18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主持会议
并讲话。

董云虎强调，市第十一次党
代会是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阶段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
确定的目标任务令人鼓舞、催人
奋进。宣传系统要把学习领会
好、宣传阐释好和贯彻落实好党
代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
任务，精心组织，全面推进，切实
抓紧抓好。要认真学习，深刻把
握五年来的重大成就、重要经

验，全面把握未来五年工作的指
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
要精心策划，组织理论宣讲队
伍，深入全市各层面各群体，解
读好、阐释好党代会重要精神；
充分发挥媒体融合的传播优势，
集中发力、形成规模、壮大声势，
迅速掀起全市学习贯彻党代会
精神的舆论热潮。要抓紧落实，
按照“坚持文化强市，大力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部署，细化方案、
明确任务、把握进度，全面贯穿
到宣传文化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努力实现基本建成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

学习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作业的“蓝鲸一号”钻探平台。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