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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2018 年 4 月，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工艺研

究院钻井工具研究所里一片繁忙，技术人员正在

为中海油客户定制一批急需交付的专用取心工

具。“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第二份合同了，”所长

裴学良说，“双方之所以建立起密切的合作，要归

功于我们自主研发的取心工具在南海成功应用

的历史性突破。”

去年，中国在南海成功试采可燃冰，蓝鲸一

号钻井平台技惊世界的壮举着实让国人扬眉吐

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海油海洋石油 708深

水工程勘探船，也几乎同时成功执行了这一任

务，并促成了国产水合物取心技术及工具跃入国

际先进行列。

前途未卜 国产工具首
战深海取样

时间回溯到 2017 年 4 月 26 日，中国南海，神

狐海域，夜晚变得极不平静，大风六七级，浪高三

四米，海洋石油 708船如同一叶浮萍，在漆黑的海

面上，任由风浪摆布。

裴学良晕船晕得厉害，在他历次出海中，

这样无助的天旋地转还是头一回，同样命运的

还有任红、孙艳军。三个来自胜利钻井院的技

术人员，背负着可燃冰取心的艰巨使命，遭遇

突如其来的大风，不得不暂停施工，在惊涛骇

浪中坚守。

此刻，他们距离蕴藏海底的丰富可燃冰矿

藏，近在咫尺。

船体剧烈摇晃，胃里更是翻江倒海，三个人

一连两天水米未进，身体变得虚弱。尤其是任

红，船上唯一的女博士，她既特殊又不搞特殊，

“就算身体散架，设备也不能散架！”每过一小时

都和大家一起检查取心工具是否固定牢靠。

再次检查工具，核准各项数据，当钻杆前赴

后继，打开了一条直达海底的通道后，迅速投放

工具，开泵取样，停泵打捞……所有操作按部就

班，一气呵成。

裴学良和队员们无疑是最紧张的，无法判断

是否取到了理想的样本，内心的压力就如同岩心

筒内外的压差，随着工具缓缓上提，越来越大。

3 个小时后，岩心筒打捞出海，经检测，好消

息是压力、温度保住了，工具密闭性经受住了考

验，坏消息是取回的样本没有检测到可燃冰。

紧接着进行二次取样，同样的操作，同样的

等待，还是同样的，没有任何发现。船上的人们

不安起来，难道工具下错了位置？

再来！裴学良他们二话不说，向藏身海底的

可燃冰展开第三次探取。

连战连捷 千锤百炼铸
造胜利技术

连续作战令裴学良他们极度疲惫，但自始

至终又是极度亢奋的。多年呕心沥血的研发工

作，千百次的试验与挫折，让他们坚信终将创造

历史！

4 月 30 日 23 时 50 分，当第三筒岩心升上甲

板，人们纷纷聚拢过来，中海油研究总院吕鑫博

士手持检测仪飞快抢到跟前，他瞪大了眼睛，确

认再三，“是甲烷，气体达到可燃浓度！”

5 月 1 日凌晨 1 时，708 船正式举行点火仪

式 ，当 火 苗 被 点 燃 的 一 瞬 ，现 场 掌 声 雷 动 ，长

长的火焰照亮了项目组成员一张张挂满泪水

的笑脸，这是高纯度甲烷燃烧才有的颜色，全

体参试人员同时把掌声送给胜利钻井院取心

团队。

“ 我 们 不 是 唯 一 一 家 参 与 取 心 作 业 的 单

位。”裴学良说，“当时有两口井，我们负责的是

第一口。”

第二口井取心出了问题，在最后提拉取心筒

的环节出现失误，岩心坠落海底。时间不等人，

中海油方面当机立断，把第二口井的取心任务也

交给胜利钻井院。

临危受命，是信任，更是重担。裴学良挂断

电话，和队员们说，第一口井一切顺利，第二口井

更不能出任何问题。“不然，大家会认为我们是侥

幸，是瞎猫碰着死耗子。”

施工前，他们一连对工具检查了三遍，近百

个环节，小到一个个密封圈，一遍排查下来至少 3

个小时，他们反复确认，力求万无一失。

5 月 7 日，第二口井取心作业开始了，和第一

口井一样，裴学良、任红、孙艳军一天一夜没有合

眼，凭借第一口井成熟的作业参数，取心操作更

加沉着、娴熟。一筒、两筒……先后取上七筒岩

心，全程没有一丝纰漏。

十年磨剑 小研究院点
亮大国梦

历史惊人的巧合，10年前的 5月 1日，中国科

学家们借助国外工具，第一次在南海成功采样可

燃冰，证实了中国南海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

就是自那时起，在全国石油科研院所名录中

并不十分抢眼的胜利钻井院，把目光敏锐地投向

了广袤的海洋。

“可燃冰属于战略资源，不能总依赖国外技

术搞勘探开发。”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时

任胜利钻井院院长韩来聚说，“国家的需要，就是

我们攻关的方向。”

2007 年那会，受制于国外技术封锁，几乎查

不到公开资料，没有借鉴，漫无头绪，胜利钻井院

工具研发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五六年时间里，研发团队没有少走弯路，针

对工具取心方式、密封方式、保温方式，把能够想

到的设计思路，一一呈现在图纸上。然而，希望

的小火苗总是被现实无情地浇灭。

所有技术瓶颈中，保压技术是困扰团队最久

的一个环节，数不清的设计、试制、试验与失败，

几乎走进了死胡同。就在团队一筹莫展之际，忙

于另一项目的裴学良触类旁通，灵感乍现，他和

团队成员连夜画出图纸，火速联系加工样品，不

出所料，新的系统保压效果出奇地好。

了解井下工具设计的人都十分清楚，“越是

小工具，越是大文章。”胜利钻井院钻井工具首席

专家吴仲华说，“发挥空间受限，采用常规技术难

度很大，要实现同样的功能，更是难上加难。”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胜利钻井院取心

人用 3年时间，成功研发出保温保压取心装置、带

压转移装置、送入回收装置、集气点火装置、冷却

装置等一整套工具，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先

后获得 25 项专利授权，最终，向国家交出了一份

合格的答卷。

“如果每个环节的可靠度有 99%，那么拥有

100 个环节的工具可靠度就锐减为 36%。”经历了

南海探寻可燃冰的裴学良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他说，“我们希望工具更短一点，不断简化，无限

接近完美。”

揭 秘 中 国 深 海“ 取 火 ”利 器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院可燃冰取心工具打破国外垄断记事

本报记者 孙明河 通讯员 李江辉 王 宁

科技日报讯 （记者孙明河 通讯员贾玉涛 代俭科）一

种新型三次采油技术非均相复合驱先导试验技术，在中石

化胜利油田取得突破性进展后，2018 年在胜利油田展开大

规模应用，动用地质储量 2460万吨，增加可采储量近 200万

吨，采收率提高 8.1 个百分点，延长特高含水后期老油田经

济有效期 10年以上。

聚合物驱油，作为胜利油田三次采油中最为成熟的技

术，早已斐名国内外。该技术自上世纪 90年代初先后在胜

利油田 30 个矿场单元推广应用，累计为油田增油 1930 万

吨。然而，在应用十几年后，随着聚合物驱程度的不断增

强，油藏的采出程度和含水率日渐接近极限，已有的技术已

很难满足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采收率的需求。

经过多年的探索，一种新型的颗粒状驱油剂“PPG”浮

出水面。正是得益于这种小小的颗粒，胜利油田科研人员

建成了“PPG+表面活性剂+聚合物”这一非均相复合驱油

体系。

“PPG”颗粒遇水溶胀，并具有较强黏弹性，膨胀后像橡

胶一样有韧性，能够有效封堵油层中的“大孔道”。压力低

时，它能够封堵孔道，产生液流转向，增加流体波及面积；压

力增大时，它能变形通过孔隙，在油藏中运移，封堵油藏深

部的孔喉。

该技术在胜利油田孤岛油田中一区 Ng3 聚驱后油藏

实施后，综合含水由 98.2%下降到 81.3%，最大下降 16.9%，

提高采收率 8.5 个百分点，最终采收率达到 63.6%，试验区

日产油由 3.3吨提高到 79吨，增油 20多倍。

2018 年，非均相复合驱技术又取得新的突破，研发的

新低成本驱油剂适应类型由Ⅰ类油藏推广到了Ⅱ类油藏，

进一步扩大了油藏覆盖规模。

目前，胜利油田在孤岛、孤东、胜坨和东辛等 4 个特高

含水后期老油田规模化推广 5 个项目，覆盖水驱和聚合物

驱后等 2种油藏类型。“十三五”期间，油田将进一步加大非

均相复合驱技术推广力度，预计覆盖储量 1亿吨以上。

大规模应用新技术提高采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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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斤售价120多元的草莓，竟然供不应求？！
在呼和浩特市第二届草莓文化节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金河镇农民赵栓柱家的草莓刚端出来就被抢购一空。虽然时
隔1个多月，提起这事儿，赵栓柱仍笑得合不拢嘴。

在呼和浩特，像赵栓柱这样的农民还有很多。他们致富
的背后，有一群人和一项制度功不可没，这就是当地的科技特
派员和科技特派员制度。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先行和组织强
化三个维度支撑起来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正在草原青城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则上能则上，，不能则解聘不能则解聘
这里的科特派不是铁饭碗这里的科特派不是铁饭碗
本报记者 张景阳

“一般来说，糖度达到 14，果的甜度就达

到了极甜，这样的水果不好吃，而糖度低于

12，果实又会发酸。我们的草莓糖度始终保

持在 13 左右，恰到好处。”在自家设施农业大

棚里，赵栓柱一边摘下成熟的草莓递给科技

日报记者，一边介绍说。

记者品尝了正在热销的草莓，甘甜可口，

如此美味的草莓为什么会出现在北方？

赵栓柱解释说：“日照时草莓会生长和

产出糖分，而夜间则是植株积淀糖分的时

候，夜间温度过高，糖分就会大量流失，呼和

浩特昼夜温差悬殊，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

问题，可以说，这是呼和浩特草莓好的基础

条件……”

说起草莓种植技术，赵栓柱如数家珍。

这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

农民。“我的专业知识完全来自科技特派员。”

他说。

论起步，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福

建省南平市相比，呼和浩特整整晚了 13 年。

2012年是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第一

年，当年科技特派员人数仅有 20人。

“作为欠发达地区，我们的制度实施起步

太晚，但越是晚，我们越是要依靠制度创新来

实现赶超。”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局长张振民说。

人少，技术也不多。当时该群体发挥的

作用微乎其微。数据显示，2012 年呼和浩特

科技特派员仅推广新品种 13 种、新技术 11

项，这距离“解决农业问题”的大目标相去甚

远。张振民告诉记者：“在科技创新时代，科

技成果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不能再

单靠呼吁和倡议，引进新技术、吸引外来人

才，我们需要适合当地情况的新制度。”

从 2014 年开始，呼和浩特出台了一项全

新的科技特派员专项补贴制度，每位科技特

派员一年补贴 7 万元。市政府当年划拨科技

特派员专项补贴资金 3500 万元，用于从区内

外选聘 500 名科技特派员，到 2017 年，资金补

贴金额加大到 4200 万元，全市选派的科技特

派员人数稳定到了 600人。

“这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和尝试，结果证明

这种创新是正确的，资金换来的是急缺的技

术和人才，这是呼和浩特设施农业实现快速

发展的先决条件。”呼和浩特市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主任张建中对此深有感触。

科技特派员深入到了呼和浩特农业生产

领域的每个角落，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

具有自身特点和不同侧重点的科技服务、创

新引领和创业带动性作用，呼和浩特的农业

生产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不光靠呼吁
队伍从20人壮大到600人

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塞上蒙菇”的品

牌越来越响，这家生产和销售优质食用菌的

企业已经带动当地 1200多位农民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企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

基于总经理高瑞才的“液体制种”核心技术。

“前几年我在呼和浩特南部发展，空间比

较狭窄，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和武川县政府知

道我有这样的技术，将我聘为科技特派员，还

为我在武川县建设了生产加工基地，给了我

广阔的发展空间！”高瑞才对记者如是说。

在呼和浩特，像高瑞才这样的人不少。

该市科技特派员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多元，除

了高校教授、科研院所专家，还有企业家、农

民和学生。

数据显示，目前队伍中包括科技创业型

科技特派员 361 人，技术服务型科技特派员

239 人，其中，大学生科技特派员 100 人，占

到总人数的 1/6。呼和浩特市还建立和培养

了科技特派员专家团、法人科技特派员创新

创业人才及大学生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

但是不论何种身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身怀绝技、心怀创业梦想。

“定驻点、定项目、定任务、定指标、定奖

罚”“年初查方案计划、日常查工作进展、查个

人工作日志、半年及年终查工作结果”“能则

上，不能则解聘”……据了解，《呼和浩特市科

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对科技特派员的选拔和

淘汰机制异常严格，这种严格，让人感受到的

是重视、严谨。

“我们完全是从科技服务的角度出发，唯

技术是举、宁缺毋滥，每年都会有人被淘汰，

而每年也都会有掌握新技术的新人加入，长

此以往，我们的队伍才能日趋强大，发挥高绩

效的技术支撑。”张建中说。

数据显示，2017年，全市科技特派员共推

广新品种 672 种，新技术 790 项。内蒙古生物

技术研究院院长随洋评价说：“这种几何式的

增长间接反映了呼和浩特市农业生产的跨越

式发展，更体现出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先进性。”

不问出身
农民和学生都能入选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科技特派员不是

单打独斗的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是一个

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集体，要想保持这个集

体的动力，就要从组织上进行强化。”张振民

对记者说。

2016 年以来，呼和浩特依托“科技特派

员专家+骨干特派员”的项目实施团队，形

成了以农业园区和生产基地为载体的研究

试验模式，围绕设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共性

技术难题展开技术公关和新品种、新技术的

试验示范，科技特派员作为一个组织，战斗

力明显提高，科技特派员团队内部的“比、

赶、超”蔚然成风。

三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始终以瞄准基层

需求为原则、以强化组织管理为配套来建设

科技特派员队伍。

张建中告诉记者：“我们的制度还规定，

每一个科技特派员每年要培养出 3 个技术

能手和 10 个懂技术的农民，这样就可以为

今后科技特派员的新老交替储备大量技术

人才。”

推广一项技术，带动一批农户，致富一

方百姓，呼和浩特市农业科技的高效推广和

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彰显了科技特派员的

服务力量。

创 新 发 展 三 年 多 后 ，张 振 民 总 结 说 ：

“虽然我们起步较晚，但是依靠制度创新、

技术先行、组织强化这三个维度建立起来

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符合我们的市情，融入

到了全市的农业生产之中，并将继续稳固、

高效地体现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

不单打独斗
团队内部“比、赶、超”风气浓

制度
创新

技术
先行

组织
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