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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之

一——中法康雍乾天文大地测量国际学术研

讨会暨纪念“海判南天”300周年活动于11月

18日在三亚圆满落幕。来自中国、法国、美国、

英国等国的国际科学史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天

涯海角，共同探讨昔日中法科技交流盛况。

会议之前举办了纪念墙揭幕仪式。纪念

墙上的浮雕记录的是清初皇帝与西方传教士

讨论天文测量的情景。300年前，康熙皇帝派

遣官员和传教士科学家进行天文大地测量，

历时十多年，完成清朝全国地图《皇舆全览

图》。当时在海南崖州（今三亚）下马岭剖立

“海判南天”石刻。根据光绪时期《崖州志》中

的记载：“海判南天石刻，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经过学

者的考证，“苗曹汤”实际指三人，即钦天监五

官正苗授、理藩院绰（“绰”音近“曹”）尔代和法

国传教士汤尚贤。石刻无疑是康熙天文大地

测量最南端崖州测量点的遗迹，也是18世纪

初中法科技交流的历史见证。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史委员会副主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小淳说：“明

清时期西方天文和地理知识的传入，在康熙年

间完成《皇舆全览图》，不仅是中国地理测绘上

前所未有的壮举，在世界地图绘制上也是值得

大书特书的科学成就。‘海判南天’是现存唯一

可考的测绘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紫陌）

天文大地测量遗迹“海判南天”300周年纪念墙揭幕

科技日报讯 据中国邮政局发布的最新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预计快

递业处理的快件将达到 5.86亿件，比去年同

期增长近 70%。记者在位于江苏省丹阳市

的中联网仓直击了物流配送现场，5 万平方

米的厂区内灯火通明，来自 20 多个电商品

牌的货物堆满了货架。现场负责人表示：

“在凌晨 1 时，需处理货品数量达到 120 万

件，1小时内中联网仓处理了 10万件货品。”

仓储物流平台在接收到电商端传送过

来的订单数据后，货物由传送带传至一楼，

经过人工播种，按照订单详情，大箱货物在

扫描后被分拣到各个篮子中，每个订单完成

按下绿灯；另一端工作人员根据亮灯显示判

断货物是否齐全并进行包装，封好的包裹传

送到自动称重处，然后快速运往装车处。在

此途中，包裹将按照不同区域和快递公司走

向不同的传送路线，每条线路末端由工作人

员将包裹码好装车。

中联网仓 CEO 王俊杰告诉记者：“电商

能卖多少，我们就能保证发多少。”据悉，中联

网仓安排了800人的操作队伍，提前3个月开

始备战“双十一”的到来，具备日均处理150万

件货品的能力，峰值将达到200万件。（王郁）

物流新突破：高自动化电商仓配展高效

科技日报讯“再制造产品（汽车零部

件）走进汽配城”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日

前在北京城环城国际汽配城举行。据估计，

到 2016 年国内民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 亿

辆左右，按照发达国家汽车保有量与再制造

业的发展和比例计算，中国汽车零部件再制

造行业将会迎来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据介绍，再制造是指将旧机电产品运

用高科技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

其恢复到像新品一样或优于新品的批量化

制造过程。此次活动以“携手汽配城，推动

再制造”为主题，从 11 月 17 日至 28 日，分

别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厦门、

广州 7 个城市汽配城（4S 店）举办“再制造

产品（汽车零部件）走进汽配城”主题宣传

日活动，进行再制造产品展示、主题图片

展、再制造产品推介及专题技术讲座、现场

咨询、车友体验等丰富多彩的落地活动，进

一步传播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理念，宣传

再制造产业政策、技术水平、行业发展，让

再制造产品深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在活动

启动仪式上表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是我国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实践，

也是经济发达国家汽车市场普遍采取的积

极有效措施，再制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产

业。希望有更多的行业企业对国家关于再

制造的产业发展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

极加入到再制造行业，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

消费者认知再制造产品，使用再制造产品。

通过国家、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共

同努力，积极构建健康有序发展的再制造行

业市场。 （赵英淑）

再制造汽车零部件走进汽配城

科技日报讯 近期，东风雪铁龙C4L为感

恩十万车主的信赖，在年底诚意推出优惠购车

活动：最低只需用 11 万元就能买回超值的

C4L 1.6L。据介绍，该车外观造型动感大气，

内部空间宽大舒适，加上坚固稳定的底盘技术

与成熟可靠的动力系统，还有丰富的安全配备。

在产品价值上，C4L还在哪些地方拿出

了诚意呢？首先是搭载了雪铁龙底盘，C4L

最先让人想到的是其独步全球的“雪铁龙底

盘调校技术”，包括劳斯莱斯、宝马、三菱等

不少产品也都采用了雪铁龙精湛的底盘悬

挂 技 术 。 其 次 是 1.6L CVVT 高 效 低 耗 ，

C4L 1.6L车型采用了全新一代 1.6L CVVT

技术发动机，性能稳定，成熟可靠。此外，

C4L 还凭借着出色的安全设计理念，荣膺

C-NCAP 五星安全认证，并有着多方面丰

富的安全配备，给予了驾乘者全面的安全保

障。 （段佳）

东风雪铁龙底盘悬挂技术车型回馈车主

人类对能源的探索从未停息。近些年对页岩气、

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能源的发现、勘探和开采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能源大多是在传统地质理

论认为没有可使用的油气能源的地层中找到的，因此

被称为“非常规”。

“非常规”自然引发许多新挑战。非常规油气资源研

究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各种围绕它们的新观

念也不断生发。近日，由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的中国科协第93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以“观念

与创新：非常规地质”为题邀请多方学者展开讨论。

打破常规才有更多“非常规”
——专家学者“论剑”非常规能源

“如果用以前的地质理论和观念，现在很多的非

常规油气是无法发现的。”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非

常规天然气研究院副院长姜振学教授看来，创新的观

念是打开非常规油气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油气工业有上千年历史，现代石油工业的历史从

美国德雷克油井开始也有150多年。随着油气勘探的

深入，石油地质工作者总结了一系列油气地质的理论，

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有“背斜理论”“圈闭油气勘探”“含

油气系统理论”等，对指导工业油气的勘探开发起到了

重要作用。我国在世界油气地质理论上也做出了重要

贡献，“陆相生油理论”“源控论”“岩性地层理论”等在

指导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振学介绍说，随着勘探开发的进展，石油地质

工作者也发现了很多与传统认识相矛盾的地方。比

如传统的石油地质认为储集油气的岩石，主要以砂岩

和灰岩为主，需要高孔高渗，但现在发现的页岩气和

页岩油的岩性却以泥页岩层系为主。从物性来说，低

孔低渗甚至成为一些非常规油气成藏的必须条件，比

如致密油、致密气。传统的油气成藏一般要求有“圈

闭”，即上面有盖层周围有遮挡。但是非常规油气很

多是连片甚至准连续的，不需要“圈闭”的条件。

此外，传统认为油气勘探有“死亡线”，比如说源

岩演化程度一般大于 4%则找不到油气，但随着世界

油气勘探的深入，“死亡线”有的甚至可以达到 7%和

8%。一些传统勘探的禁区，比如火山岩现在也找到

了油气。

“勘探要转变观念，观念转变了勘探领域就宽了，

资源就丰富了。”姜振学说。

——新闻缘起——
“非常规”打破传统勘探理论

在多种非常规油气资源中，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

物被提到的最多。这两种非常规油气资源目前在我

国发展状况如何备受关注。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金川这些年一直研究页岩

气。在他眼中目前中国的页岩气发展是“星火式”的，目

前主要进行基础地质研究，集中于南方海相等主要的几

个地层。这与美国差别很大。美国从1825年开始经历

了几次“潮汐式”发展，到2000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

近几年的页岩气年产量超过了中国天然气年总产量。

“我国从 2009年获得了页岩气的钻探发现后，在

南方和北方的海相、陆相及海陆过渡相等不同领域中

均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张金川说。

有专家统计，到今年 4月中国专门进行页岩气勘

测的井位一共 322 口。其中调查井 108 口、探井 118、

评价井 96 口。经过水力压裂和测试，日产超过万方

38 口，日产超过 10 万方 18 口。在去年我国页岩气 2

亿立方米产量中，中石化产量接近 1.55 亿立方米，中

石油 4000万立方米。

另一种人们常听到的非常规油气是俗称“可燃

冰”的天然气水合物。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

中心祝有海研究员对可燃冰已有 10多年的研究。他

介绍说，全球目前共发现 155 处水合物产地，其中冻

土区 10处。

“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巨大。目前在南海

北部约 23平方公里内钻探控制的水合物气体储量约

为 194亿方；南海东北部 55平方公里钻探控制区内水

合物气体储量超过 1000亿方。

虽储量不小，但目前我国并未形成可燃冰开采的

商业化。祝有海提供的国内外已开展的 5 次试采进

展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俄罗斯麦索亚哈气田从 1969 年开始开采，到

2011 年已断续生产了 42 年，共开采出天然气 129 亿

方，其中约有 54 亿方来自于水合物分解的气体，占

——核心关注——
我国“非常规”宝库有多大

“目前非常规油气更多处于地质评价阶段，真正

工业化开发还需要工程评价、经济评价、环境评价。

很多人更关心的问题是环境问题，开发页岩气是否容

易引发地震呢？”中国地质调查局付修根研究员抛出

了一个人们都关注的问题。

他查找的资料显示，2011 年在英国开采页岩气

时引发两次小地震；在美国中部地区地震频发区，开

发页岩气的时候也引发了地震。

山东地矿局康凤新研究员介绍说，引发地震的问

题已有研究，主要因为页岩气开采的一项关键技

术——压裂（用大量水灌入页岩层进行液压碎裂以释

放天然气）。“很多水打到地下会容易产生小的滑动和

小型地震，现在北美趋向于用无水压裂，这样可能地

震就不会发生。

姜振学介绍说，无水压裂目前在我国也有成功的

例子。“‘十二五’末，国家针对页岩气开发专门设了 4

个示范区：涪陵、长宁-威远、昭通、延长。无水压裂

技术是解决我国西部沙漠、戈壁和缺水地区页岩气开

发应用的非常好的技术，还有氮气压裂、二氧化碳压

裂、LPG压裂等，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对于埋藏在地下的天然气水合物很多人也将其

看作是“潘多拉盒子”，怕一打开就会放出“妖魔鬼

怪”，但祝有海认为，这些东西是地底下实实在在存在

的，无论是不是开发都存在于地下，如果因为地震等

因素突然间分解出来可能会灾难更大。“如果在可控

状态下开采，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事。”

“非常规”会否成“潘多拉盒子”

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似乎

令人困扰。美国能源署（EIA）曾给出过 36 万亿方的

数字，这让很多人怀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

科学院赵文津研究员就是其中一位。

“这是根据什么？知道页岩厚度，估计个含量就

算出来了？现在全国到处打井到处采。这是典型的

跟风。”赵文津介绍说，美国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发

现页岩气，地质调查所进行了 40 多年的研究前期做

了很多分析，逐步形成如今的局面。“但我们现在什么

都没有研究清楚。美国说中国页岩气矿藏比他们还

多，中国人脑子就热了，这很荒唐！现在回过头来还

得从基础做起把问题摸清楚，踏踏实实往前走，否则

欲速则不达。”赵文津说。

多位地质专家表示，中国的页岩气等非常规油

气的地质条件与美国的确大不相同，我们需要针对

自己的地质特点进行研究。张金川介绍说：“国外

页岩气地质条件大多是海相，我国除了海相外还有

大量陆相，特别是南方和北方大面积分布的海陆过

渡相，这其中既有希望又有挑战。中国已有的经验

太少，美国的经验又不适用，我们需要大量的研究

来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张金川建议要重视技术创新。“美国能够使

用非常规油气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开发技术，目

前我们的页岩气开发成本是美国的好几倍，这对地质

技术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更多的积累和技术

储备，这是很关键的。”

——专家观点——
中国需要有针对自己地质特点的研究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

有一支“老年劝导队”，他们手持劝导牌和倡议书

走上街头、走进公交，劝导老年人错峰出行，为上

班族和孩子们“让车、让座”。 在老年志愿者的带

动下，全椒路社区的不少老人都积极加入了劝导

队伍，这支成立于今年 9月的劝导队，目前已有 30

多名成员。 新华社发（解琛摄）

老人劝老人“错峰”乘车

“黄大爷，以后有空，我还会像现在一样经常

给你打电话的。”11月 18日，福建莲城边防派出所

临退老兵和警务区官兵自发组织开展“临退走访

慰问”活动，为辖区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和困难儿

童，送上临退老兵最后的军旅温暖。其间，该所临

退官兵带着食用油、大米、水果等慰问品深入辖区

残障人士家中，详细询问其生活及身体情况，叮嘱

他们要注意保重身体，并表示要联系村里为其办

理低保。在孤寡老人家中，他们与老人促膝长谈，

嘘寒问暖，并表示组织将协助其解决生活中存在

的困难。 （王少伦 周梅婷）

他们这样告别警营

为迎接圣诞节，陕西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的

10 个甜点师用 10 天时间、100 公斤巧克力创作完

成了近 300 个头戴圣诞帽的微缩兵马俑模型，日

前这些巧克力兵马俑在酒店集体亮相，吸引了公

众的目光。 新华社发（焦宏涛摄）

巧克力兵马俑亮相西安

11月 22日，上万只红嘴鸥在云南昆明市滇池

上空飞翔，场景热闹非凡。据云南昆明市鸟类协

会统计，目前抵达滇池草海的红嘴鸥已经超过万

只，预计所有来昆明过冬的红嘴鸥将在 12月中旬

全部抵达。图为昆明市市民在滇池草海大堤上给

红嘴鸥喂食。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万只红嘴鸥滇池越冬

近年来，我国水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

面：大旱、水污染、“水窝子里没水喝”等涉水“痛点”时

常发作。然而，不少江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建设还停留

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水平，与全新的水情形势严

重脱节，不利于保障水安全。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规划推进新水情形势下的治水工作已是燃眉之急。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水利对中国这样

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涉及民生

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50 年

代开始的大规模治理河道、修建水库等众多水利工程

设施，对减少水患、增加灌溉面积、推动农业生产等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取得显著成效，更体现出我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些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积

极作用。

然而，在不少地区水情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海

河流域，不仅曾经通航的大运河已经基本无水，其余

多条天然河流也长期断流，导致以往多条为消除水患

而修建的工程设施使用率不高；在京津冀地区，人均

水资源仅 286 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500 立

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在洞庭湖区，一些市县“水窝

子里没水喝”的尴尬局面已持续很久。可以说，水资

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已严重影响

城市生态环境，甚至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各地严峻的水安全形势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新常态”。相关部门应时刻紧绷保障水安全这根弦，

彻底摸清我国河、湖、地下水等水资源新情况新变化，

从长远着眼，在科学调研、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及时启动相关水利工程设施建设。

水安全“新常态”对相关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以

往的要求。这要求决策者需要依据最新水情，结合区

域内城市发展、人口分布等生产生活需求，及时规划、

调整水利工程设施，推动区域内水资源分布空间均

衡，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融入

科学治水思维，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高屋建瓴地指出如何应对

水安全“新常态”。各级政府部门应按照这一战略要

求，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扩大投入力度，提

高水治理能力，用科学方法和思维保障饮水安全，呵

护我们共同的生命载体。 （据新华社）

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41.9%，目前年产量 4万方，几乎全部来自水合物。加

拿大西北部冻土区的 Mallik，2002 年首次试采 5 天产

气 468 方；2007 年第二次试采半天产气 830 方；2008

年降压法试采连续 6天产气 1.3万方。2012年美国阿

拉斯加北坡二氧化碳置换试采，产气 2.4 万方。2013

年 3月，日本东南部海域进行海底水合物首次试采，6

天共采出 12 万方天然气。中国祁连山试采时间 101

小时，采气量达到 95立方米。

可燃冰可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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