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瞿剑）
据中国石化最新消息，其旗下西北油田所属

顺北油气田顺北鹰 1 井，日前完钻井深 8588

米，创亚洲陆上钻井最深纪录，打破了 2月 14

日顺北 5-5H 井完钻井深 8520 米的纪录。此

举标志着我国已系统掌握世界先进的超深井

钻井技术。

据 介 绍 ，顺 北 油 气 田 埋 深 普 遍 大 于

8000 米，经鉴定为亚洲陆上最深油气田；其

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受断裂运动影响，地层

极其复杂，井底温度高。在 8000 米深的定

向井中，钻具“软得像面条”，钻井存在工具

造斜能力差、摩阻扭矩大、井眼轨迹控制难

度大等特点。

对此，西北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反复试验和创新，形成集降摩减阻工具配

套研发、快速钻井轨道优化设计、井眼轨迹

精确控制和水平井安全延伸综合评价于一

体 的 超 深 水 平 井 井 眼 轨 迹“ 精 确 制 导 ”技

术，相当于给钻头加装了 GPS 导航系统，实

现在 8000 米深地下三维空间“指哪儿打哪

儿，精确中靶”。

超深井技术在顺北 1-2H 井成功应用

后，先后推广 7 口井，逐步得到完善，实现井

眼轨迹符合率 100％、地质中靶率 100％，成

为顺北油气田高效开发的利器。

顺北油气田油层厚度超大，需钻直井后

侧钻沟通储集体。技术人员首次建立基于仪

器抗温、机泵条件、钻柱强度、摩阻扭矩等多

因素约束的超深水平井安全钻井评估方法，

定量分析不同垂深下的延伸位移，通过反复

模拟，最终认为水平位移由 300 米延伸至 650

米是可行的。

据悉，顺北油气田自 2016 年发现至今，

已钻成近 30口超深井，成功建成 70万吨年产

能，2018年产油超 52万吨。

8588米！亚洲陆上最深钻井纪录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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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南极中山站站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

地大气与空间物理学研究室主任胡红桥正在

经历第三次南极越冬。

近日，南极中山站激光雷达安装成功。

在天空晴好时，今年他和团队可实现对极区

中高层大气 24 小时昼夜连续观测，填补我国

极区中高层大气观测空白。

1989年2月26日，我国在白色荒凉的南极大

陆上建立起了南极中山站。从零起步，如今中山

站不仅站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被列入科

技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极地科学综合观测基地。

从单一观测到求解全
球性科学问题

百叶箱测速仪、观测场围栏、仪器支架……

1988年年底，满载人工观测地面设备的 3辆卡

车从北京出发，行驶一天一夜后，到达青岛码

头。在那里，仪器设备和它们的主人——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极地气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逯昌贵，搭上了前往南极的“极地”号。

这是我国第五次南极科学考察，但建造

我国南极圈内首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的

任务，让此次考察意义非凡。如果成功，这是

中国人第一次在南极大陆建站，标志我国南

极考察进入南极大陆。

从国外购进、改装的“极地”号并不是破

冰船，为保障安全，不管中山站建成与否，船

只都要在第二年 2月底前离开南极。

为了使“极地”号摆脱冰山围困，考察队

花费了大量时间。2月底船只离开南极时，中

山站的老发电栋甚至连地板都没装，气象栋

只盖了个壳。逯昌贵被临时告知，他将成为

中山站首批越冬队员，一待就是 14个月。

大部队撤走后，逯昌贵慢慢完善气象栋

设施，建立了世界气象组织观测版图上的中

山站发报站，填补了该区域观测空白。

从基础的温度、风速观测起步，30 年来，

中山站不仅实现了自动化的气象观测，观测

内容也不断丰富。

近地面黑碳、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甲烷和水汽……中山站天鹅岭上，大气化学

成分的观测内容已与中国气象局在国内设立

的一个区域大气本底观测站相当。

从全球范围看，在中山站开展的研究具

有更重要的意义。比如，对南极臭氧浓度和

臭氧洞成因进行更深层次研究，将为保护地

球与生态环境做出更多探索。对中山站所处

的拉斯曼丘陵地区开展的地质科学考察，同

样对全球性构造问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下转第三版）

从这里登上南极内陆最高点
——写在南极中山站建站 30周年之际

巴塞罗那当地时间 2 月 25 日，2019 年

世界移动通讯大会（MWC）开幕，把屏幕变

弯甚至折叠，为 5G这个压倒一切的热点添

了又一抹高科技色彩，看一眼就令人激动。

此时，全球智能手机的成长平缓得奔

着停滞不前而去，拍照、美颜、AI的噱头已

经不太好用，虽然柔性屏用于手机，还不能

解决痛点问题，但作为手机企业的新话术

却有不小的描述空间。

柔性屏还需技术进阶

目前，只有三星和华为的可折叠屏幕

手机具有“商业”意义，去年发布全球第一

部可折叠屏幕手机的柔宇科技，至今没见

出货。尽管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

表示，华为会持续跟进相关技术和研发，

“量产”也没问题，但华为目前也就宣布了

几十台的产量，刷的只是个存在感。

如果这是一场以柔克刚的行业竞赛，

那它并非人人玩得起，这其中涉及太多的

专利技术，一般的公司几乎没有话语权。

中粤金桥投资合伙人罗浩元说：“当前

阶段，折叠屏手机，是典型的好看无用的产

品，未来怎样不好说。虽然和手机的拍照

功能比起来，柔性屏用于手机，是重大的创

新，但是，拍照几乎打动了所有人的心，是

消费者使用最多的应用之一，折叠屏幕

呢？看不到打动消费者的应用需求。”

不仅如此，据华为工程师介绍，人们将

柔性显示屏称为可折叠屏幕，但事实上它不

能真正折叠，还面临材料折叠和挤压产生的

应力、静电放电损害元器件等挑战，也就是

说，即便是三星这样的屏幕玩家，也面临可

折叠面板量产良率不高、关键材料供货不稳

定、软件体验差、外观不轻薄等问题。

让等待变成修炼

余承东越来越像手握水晶球的预言

家，他最近的一个预言是：“未来全球化手

机品牌最多不超过三家。”

余承东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IDC 发

布的 2018 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市场销量

报告显示，市场份额明显向第一梯队集中，

三星的出货量甚至已经不足百万。

折叠屏能否成为手机市场新旧玩家重

新排位的推手？大家都眼巴巴等待的5G是

不是能缔造智能手机的下一个黄金时代？

即便这些都得到肯定的回答，也未必每个手

机厂商都熬得到或有能力分得市场。

2月23日，OPPO首款5G手机亮相，高

通公司总裁克里斯蒂诺·阿蒙站台，从这天开

始，阿蒙成为MWC展上最忙碌的人，一个接

一个手机厂商（苹果除外）宣布自己的5G终端

计划时，总能看见笑呵呵的阿蒙莅临。

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离了高通都玩

不转。

OPPO 研究院标准研究中心总监唐海

直言：“手机是非常复杂的电子产品，没有

哪家公司自己生产所有的部件，面对客户，

手机厂商的第一要务是提供更好的客户体

验。5G 手机必定会成为多智能终端的核

心入口，单靠购买方案攒机没有生存空间，

正面的喊打喊杀或性能堆积竞赛得不偿

失，只有持续的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客户体

验，才是正途。”

通信行业资深人士柏松说：“目前，除

了苹果，每个手机厂商都宣布了自己的首

款 5G 产品计划，但是，即便运营商现在就

开始发令，用户大规模换机潮的出现也要

两到三年，手机厂商要继续苦熬和修炼。”

（科技日报巴塞罗那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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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建站的中国南极中山站，
位于南纬69度22分、东经76度22分，地
处南大洋普里兹湾东南沿岸、东南极大陆
拉斯曼丘陵，与俄罗斯进步站毗邻。

右图 中国南极中山站全景。
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供图

下图 中山站标志性建筑“六角楼”
附近的冰山群（2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中山站三十而立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2月 25日，媒体

深度融合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的重

要论述，积极适应全媒体时代发展大势，坚持

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

真本事，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牢牢掌握

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主动，不断巩固全党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黄坤明指出，媒体融合是一场不容回避

的自我革命，要紧紧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回应

时代挑战，坚持守正创新，锐意攻坚克难，加

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要坚持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发展方向，推进信息生

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技术创新的引领

驱动，大力培养全媒记者、全媒编辑、全媒管

理人才，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

型主流媒体。

黄坤明强调，要聚焦聚力重点任务，加快

中央媒体融合发展步伐，切实抓好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建好用好“学习强国”平台，着力

构建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矩阵。要

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加大政策支持保障

力度，共同写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

部长，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积极适应全媒体时代发展大势 加快推进深度融合
媒体深度融合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瞿剑）
据中国海油最新消息，渤海油田渤中 19-6 凝

析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千亿方，凝

析油探明地质储量超亿方，获自然资源部油

气储量评审办公室审定。这意味着我国东部

地区也存在大型气田，对满足中东部地区、尤

其是近在咫尺的京津冀地区对清洁能源日益

增长的需求具有特殊意义。

此前业界普遍认为，渤海油田所处的渤

海湾是典型的油型盆地，近 50 年勘探发现也

都以原油为主，天然气仅偶有发现，且为中小

型气田。究其原因，渤海湾盆地地下“摔碎的

盘子，又被踢了几脚”的复杂构造格局让本就

容易逸散的天然气无迹可寻，规模型气藏勘

探更是难上加难。

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产、学、研一体化联

合攻关，研究确定“油型盆地”在某些特殊地区

具备形成大型天然气田的条件，而渤中凹陷就

是渤海油田寻找天然气的“主战场”。经反复

论证，终于发现渤中 19-6 大型太古界低潜山

圈闭群，是天然气大规模聚集的最有利场所。

2016年底，备受瞩目的渤中 19-6-1井开

钻，完钻深度 4180米，测井解释气层 324.1米，

一举打破渤海油田单井油气层厚度记录。随

后，渤中 19-6构造部署了一批勘探评价井，尤

其是 2018年以来，加快勘探评价部署，目前探

明凝析气藏的地质储量达到千亿方级。良好

的产能揭示了地下蕴藏的巨大天然气储量。

据悉，凝析气是石油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溶

解在天然气中形成的混合物，即液态的油在地

下高温高压条件下蒸发为气体，采出后在常温

常压下又凝结为液态石油。它是介于油藏和

气藏之间的一种气藏，开发得到的主要产品为

凝析油（轻质油）和天然气，价值高于常规油

气，但其开发环节难度和成本也高于常规油气

藏。目前，我国天然气总产量的80％以上来自

西部，而目标市场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中东

部 地 区 消 费 量 占 全 国 天 然 气 总 消 费 量 的

70％。随着中东部、尤其是华北地区环境问题

日渐突出，对天然气的需求愈趋旺盛。

京津冀“家门口”发现千亿方大型凝析气田

今年春晚，在长春分会场，主舞台上经典

的红旗车头造型、科技感十足的机械升降设

备、令人惊叹不已的花式飞车秀……汽车无

疑成为了这 8分钟演出中最炫酷的“咖”。

没错，提到吉林长春，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人首先就会想到一汽。然而除了一汽，长春

还有着众多配套的制造企业，其中，吉林省通

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通用）可

称得上翘楚。与春节的喜庆相呼应，公司董

事长李吉宝刚从欧洲带回了好消息：2019年，

企业将正式成为奥迪和保时捷的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

走进吉林通用厂区，近万平方米的生产

车间内只能听见机械轰鸣，却难见人影，原

本需要大量工人操作的冲压生产线，如今只

需要一人负责监督机器运转。“历经多年发

展，现在我们企业已经是全球铝加工汽车轻

量化零部件的知名供应商。”说到成绩，李吉

宝自豪地说，企业的奋斗梦想就是和高端车

同步开发，实现在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我

们的计划是 2021 年，百亿订单基本拿到手，

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势必要依靠科技创新。”

他说。

1986 年，已经生产冲锋枪 20 年的老牌军

工企业吉林省通用机械厂，发生了命运转折：

按照上级要求，主营产品由军转民。从这一

年开始，难以适应市场的吉通厂逐渐走了下

坡路，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2006 年，吉通厂彻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败下阵来，临危受命的李吉宝接手了企业，

吉林省通用机械厂正式改制为吉林省通用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

改革。

“若不变革，就是死路一条。变革，首当

其冲便是科技创新。”回忆起当时的艰难，李

吉宝说，彼时全球汽车市场已经是名企云集，

这块巨大的蛋糕早就被瓜分完毕，吉林通用

根本不可能从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所以那个

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科技的力量，用新

技术、新产品去颠覆传统的汽车商业模式。”

（下转第三版）

从冲锋枪到汽车配件，创新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民营企业列传民营企业列传

马维维

2 月 25 日，2019 年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西
班牙巴塞罗那开幕。本
届大会有 2400 余家企
业参展。

图为电信企业沃达
丰展厅。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科技日报北京2月25日电（记者张佳
星）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新闻发

布会，针对近年来的疫苗事件，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高福表示，中国疫苗应该是世界上

最好的疫苗之一，不要对疫苗失去信心。

“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的就

是纯粹的违法行为，有的是整改没有落实

到位。”高福表示，不能因为个别问题对我

国自主研发的疫苗失去信心。

高福表示，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组分门

别类地对疫苗这几年发生的事件进行分

析，管理上的问题由专家委员会里的工作

组来解决；而技术层面的问题，由疾控中心

联合生物制品研究院一起来解决。

高福注意到，人们对疫苗的疑虑还来

源于它不同的免疫特点。例如流感、狂犬

病等疫苗目前不能提供终身免疫。

艾滋病疫苗研制等更需要依靠科学的

发展。高福认为，要研制出安全有效、质量

可控的疫苗还需要科技投入，推动疫苗相

关的科研工作。

高福院士：消除疫苗疑虑需要科技“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