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敢 想 ，要 解 放 思

想。很长一段时间内，“中

国贫油论”盛行。以李四

光为代表的老一辈地质学

家敢想、敢干，分析了中国

的地质条件，做了大量基

础理论工作，坚信中国的

天然石油资源蕴藏量应当

是丰富的，并发现了大庆、

辽河、胜利等大油田。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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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第五届农科开

放日现场，科普形象代言人“俏俏”与代言人“芽芽”首次共同面向

公众露面。

这一天，农科工作者纷纷来到这里，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

农业科学技术，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颗科技创新的种子。

当天，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浩围绕辣

椒的故事为现场的小朋友们带来了科普演讲；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菇事知多少”为主题，呈现了一场“菇

事知多少”科普盛宴。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两个展示实验台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发现多姿多彩的微生物世界”展台前，大家可在显微镜下

观察各类细菌，近距离接触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微生物；

“生产能手微生物”展台更让孩子们兴趣盎然，孩子们亲眼见证了

如何使用凝乳菌或发酵菌种，让牛奶变身奶酪和酸奶。

农科开放日自 2019年设立以来，共吸引超过 1800余万社会公

众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本次农科开放日活动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海淀科协共同举办。中国农业科学院 35

个单位在农业科普市集中展出 200 余种特色农产品，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所、颐和园等单位也带来了非遗手工传承、文创展览、机器

人表演活动。

加强科学技术传播

农科开放日上演科普盛宴

几天前，一条“全村人改姓‘鸭’”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据报道，在云南丽江，一支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nià”。

“nià”字是上下结构，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下半部分是

“甲”。由于信息系统中无法输入和显示，给村民带来了种种不便，

只能改姓“鸭”。

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下，这样的无奈境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4月 23日，腾讯联合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光明日报

全媒体、北京国家金融标准化研究院、汉仪字库、OPPO、陕西历史

博物馆，共同宣布“汉字守护计划”公益行动的全新升级。

这一行动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快生僻字数字化进程开展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超过 6000万人名以及大量地名、古籍、

方言中包含生僻字。这些生僻字因缺少计算机系统里的通用编

码，多数无法在数字设备中顺畅输入与显示，为人们带来社保公积

金无法开户、正常缴交，医院不能正常实名挂号、叫号等诸多问题。

“我国对通用规范汉字的信息化处理已基本普及，但很多人

名、地名中的生僻字还无法在信息化系统中正常使用，影响相关人

群在银行开户、出行购票等需实名登记情况下获得服务。”工信部

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孙文龙表示。

正因此，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2022 年牵头制定强制

性国家标准 GB 18030《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所有政务服

务、公共服务的产品与系统均须符合标准，这将有效解决生僻字引

发的公共障碍。

去年 11 月，腾讯、搜狗输入法联合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

究院、汉仪字库，共同发起“汉字守护计划”。该计划针对姓名、地

名、古籍等存在的生僻字，从征集、考证、赋码，到扩容国标、字形设

计、推广应用等环节，助力生僻字数字化进程。

目前，搜狗输入法已推出“生僻字键盘”及一站式行业解决方

案。该方案支持金融、医疗、交通、公共设施、社会保障、仓储邮政

等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使用场景。

全国首个“生僻字征集”微信小程序也已于 4 月 20 日“联合国

中文日”上线，面向用户征集无法输入的生僻字。这一小程序是由

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指导和推荐的生僻字提交入口，用

户通过拍照上传，即可提交。4月 20日小程序上线后，首日访问量

突破 63万，用户提交生僻字 1404个。通过专业审核的生僻字将被

赋码并录入国标字库，最终实现在电脑、手机等设备及信息系统中

无障碍地输入与显示。

在“汉字守护计划”公益行动的升级活动中，新成员的加入，将

进一步完善应用链路。据了解，OPPO 将在其软件操作系统 Col-

orOS下一代版本中适配新国标，届时用户通过搜狗输入法输入生

僻字，即可在 OPPO 手机上成功显示。光明日报全媒体和陕西博

物馆则将在文化、文博领域加大推广生僻字的文化及使用价值。

“中华文明是唯一有确切文字可考且没有中断的文明。汉字

是中华文明的关键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汉字守护计划’

不仅帮助少数群体解决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生僻字的难题，还将通

过推动汉字的全面数字化，助力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传承壮大，也

希望更多社会力量能加入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共同担

起汉字守护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原词典

编辑室主任谭景春表示。

科技“加盟”汉字保护

让生僻字不再“隐身”

◎本报记者 操秀英

4月25日，北京市遭遇了又一次沙尘天

气。《中国气象灾害年鉴（2020）》显示，近 20

年来，3月至 4月平均出现沙尘天气次数为

7.8次，今年4月尚未结束，次数已超平均值。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从 2013 年

到 2022年的十年间，我国 GDP总量增长了

69%，PM2.5 浓度下降了 57%，实现了“十连

降”，全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

下 降 了 85% 和 60% ，重 污 染 天 数 减 少 了

92%。但沙尘屡屡来袭等，显示了大气污

染防治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国大

气污染防治还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能源“绿肥黑瘦”是改善
空气质量的主要措施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

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实现“十连降”的关

键举措包括推进能源领域结构优化和调

整、传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交通领域绿色

转型、实施重点行业超低排放等治理工程、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等。

数据显示，十年间，我国以能源消费总

量年均增长 3.3%，支撑了 GDP年均 6.5%的

增长率。能源消费总量 2022 年同 2013 年

相比增长了 22.9%，但煤炭消费总量仅增长

4%左右；燃煤锅炉从 52万台下降到不足 10

万台，农村散煤治理 3500 万户，一大批低

效燃煤设施、炉窑实施了煤改气、煤改电，

合计减少煤炭消费约 5 亿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 10亿吨。

“能源领域结构优化调整是推进空气

质量改善的最主要措施。”刘炳江说，近十

年来，能源发展是典型的“绿肥黑瘦”时期，

是从原来控制排放增量为主转向以削减存

量为主的阶段。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共淘汰落后产能

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约 3 亿吨、煤炭 10 亿

吨、水泥 3 亿吨、平板玻璃 1.5 亿重量箱，钢

铁企业数量减少了 20%左右，并打击“散乱

污”企业及集群 6.2万家。

“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推进空气质量改

善的重大举措。”刘炳江说。

科技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支撑。刘炳

江说，经过2000多名科研工作者联合攻关，现

已弄清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成

因、传输规律和消散机制，构建了“天地一体

化”监测网，更精准、科学地应对重污染天气。

空气质量改善面临双重
压力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3 月空气质量数

据，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3.2%，同比下降 4 个

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2.6%，

同比上升 1.3个百分点。PM2.5、PM10、臭氧、

氮氧化物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上升 12.5%、

18%、8.3%、13%，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

浓度同比持平。

“今年，我国面临着气象条件相对不

利、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增加的双重压力，空

气质量改善形势较为严峻。”刘炳江说，空

气质量各项指标较差，究其原因，无外乎是

排放和气象两方面的原因。

目 前 钢 铁 、有 色 、焦 炭 等“ 两 高 ”产

品产量纷纷增长，产量释放带来污染物

排放量增加。部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

盲目上“两高”项目，部分企业追求经济

利润，违法违规排污。今年 2 月，生态环

境 部 在 河 南 、陕 西 开 展 突 击 检 查 ，检 查

了 13 家企业，发现存在大量不正常运行

治 污 设 施 、偷 排 偷 放 、生 产 台 账 弄 虚 作

假、在线监测和手工监测造假等环境违

法问题。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频发，暴露出当前

大气污染防治的短板弱项。”刘炳江说。

沙 尘 天 气 对 空 气 质 量 影 响 大 。 以

北 京 3 月 为 例 ，沙 尘 对 PM10 浓 度 的 贡

献 近 1/4，对 一 季 度 PM10 浓 度 的 贡 献 近

15%。

大数据为精准监管提供
科技“利器”

“今年以来，面对排放量增加和不利气

象条件叠加的影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

过工程减排和企业达标排放要减排量，以

更多的污染减排量来冲抵经济发展带来的

排放量和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刘炳江

说，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以“零容忍”

的态度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促进实现

市场公平和竞争公正。

城市扬尘是空气中PM2.5、PM10等重要来

源。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李翔

说，北京借助科技手段，发挥全市统一的扬尘

视频监控平台可视化、智能化监管作用，规模

以上工程100%安装视频监控并纳入平台，加

强视频巡查监管。

据统计，2022年，北京对扬尘非现场巡

查 13万余项次，日均巡查 350多项次，督促

整改 3700余项次。

大数据等为精准监管插上了科技翅

膀。李翔说，扬尘视频 AI 识别、重型柴油

车在线、道路尘负荷走航监测、卫星裸地遥

感等科技手段在扬尘监管中大显身手，卫

星天上拍、走航地上巡、AI 精准识别，科技

助力监管，推进了大气污染的“线索评估分

析—精准溯源—督促问题整改”闭环管理。

大气污染防治存在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以更多的减排量应对不利影响

3 月，中国石化“深地一号·顺北油气田基地”再获突

破。顺北 84 斜井测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折算油气当量

达到 1017 吨，成为顺北油气田超深层第 22 口“千吨井”。

该井垂深深度达 8937.77 米，是目前亚洲陆上最深的千吨

井。

在我国塔里木盆地顺北油气田，中国石化已落实 4 个

亿吨级油气区，钻探垂直深度超过 8000 米的油气井已达

40 多口。

这些井堪称“地下珠峰”，不断拓展着人类对地球深

部资源的探索和认识。该突破也标志着这一全球埋藏最

深的油气田被成功勘探开发，将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贡

献重要力量。

“向地球深部进军，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我们

石油石化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油气勘探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郭旭升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4 月上旬，科技日报

记者就深地油气勘探对他进行了专访。

油气勘探要“由浅入深”

记者：为什么一直强调油气勘探领域要向地球深部

进军？

郭旭升：深海深地深空探测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作

用的重大科技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

出，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

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

就。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

越。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积极抢占科技制高

点。

油气勘探领域之所以要向地球深部进军，首先是为

了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我国浅

部油气资源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而且在浅部发

现大规模气田也越来越难。

其次，这具有较大科学探索意义。加大深层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有助于研究地球深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烃

源岩、储层形成演化等基础地质问题，推动地球科学基础

理论发展。

此外，还可带动我国油气行业

技术装备发展。目前我国深层油气

勘探开发相关的地震采集处理、超

高温高压钻探、测井等技术尚不完

善，向深层油气进军，可以推动油气

行业技术装备国产化和弯道超车。

记者：您提到油气勘探向地球

深部进军，是保证能源安全的必由

之路。那么，多深的油气算深层，我

国深层油气资源禀赋如何？

郭旭升：对于不同矿种，“深层”

有不同定义。通常来讲，超过 4500

米的常规油气，超过 3500 米的页岩

油气被称为深层油气。

我国深层油气资源占比大、探

明率低、潜力大。深层—超深层石

油技术可采资源约为 59.15 亿吨，占

石油资源总量的 19.7%；深层—超深

层天然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28.09 万亿方，占天然气资源

总量的 56.1%。

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已经从地下 4000—5000 米扩展到

超深层 6000—8000 米。3500 米以深的海相深层页岩气和

陆相页岩油也将是中国油气勘探的重点突破领域。

从1000米钻机到万米钻机

记者：我国深层油气开发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郭旭升：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大

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66 年—1980 年可称为初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以

探索深层油气地质条件为目的，受油气地质理论与工程

技术限制，深层油气勘探没有获得实质性突破。

1980年—2000年 20年间是重点突破阶段，标志性的成

果集中在塔里木盆地，我们发现了东河塘油田、塔河油田

等。塔河油田是我国第一个古生界海相亿吨级大油田。

2000 年至今则是规模发现阶段，我们在四川盆地和

塔里木盆地发现以普光气田、顺北油气田等为代表的一

批深层—超深层油气田。

记者：从 1966 年到现在，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取得

重要进展，您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旭升：我认为主要得益于理论和技术两个方面的

突破。在一段时期内，业内对于地球深部是否有大量石

油是有争议的。随着成藏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步确

认，地球深部是可以聚集成藏的，是有油气的。

另一方面是近些年我国油气勘探技术的进步。如

同医疗检查时从拍 X 光片为主，发展到做核磁共振、做

CT 一样，我们对地球的探测也在进步。随着地震仪的

精度越来越高，以及大量智能设备投入使用，我们对地

球深部的描述日益精细，把地球看得更清楚了，这就更

容易找到油气。

开采装备方面，在铁人王进喜那个年代，钻机深度

只有 1000 米左右，而现在我们有了万米钻机，有了开采

深层—超深层油气的工具。

记者：近年来，我们在成矿规律、勘探技术装备、智能

化研究平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我国深部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郭旭升：可以自豪地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因为我国地质条件复杂，不管是在成藏理论

还是开发技术方面，很多时候都无法借鉴发达国家的相

关经验，国外很少开采这么深的油气田，也没有如此复

杂的油气层，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从理论研究开始，自主

创新。

要敢想、敢干、敢于面对失败

记者：您本人的经历其实就是坚持创新的生动诠

释。面对超深层天然气勘探缺乏成功案例和成熟理论技

术的难题，您提出海相碳酸盐岩超深层天然气富集模式，

发现了中国首个超深层生物礁大气田——元坝气田；您

创造性提出我国南方海相页岩气“二元富集”规律新认

识，发现了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气田，实现了

中国页岩气勘探的战略突破。在您看来，实现这些突破

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郭旭升：首先要敢想，要解放思想。我们都知道，很

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贫油论”盛行。以李四光为代表的

老一辈地质学家敢想、敢干，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做

了大量基础理论工作，坚信中国的天然石油资源蕴藏量

应当是丰富的，并发现了大庆、辽河、胜利等大油田。我

们一度因此成为石油出口国。

但这些油田基本都是陆相油田，我们在海相油田方

面很长时间内没有突破。我们虽然也在四川盆地做了很

多工作，但都没有找到规模分布的优质储层。

元 坝 曾 是 一 块 被 人“ 啃 ”剩 的“ 硬 骨 头 ”。 从 20 世

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许多石油地质专家和勘探队伍

陆续来到元坝，但都一无所获。这里也一度被认为没

有勘探潜力，属于天然气勘探的“禁区”。20 世纪 90 年

代起，以中国石化为主的研究队伍做了大量基础地质

工 作 ，向 以 元 坝 为 代 表 的 海 相 油 气 田 发 起 攻 关 ，并 最

终实现了突破。

创新一定要基于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没有捷径可

走。特别是搞地质工作的，要想取得理论技术的创新，必

须比前人工作做得更扎实，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

一步。

很多创新突破往往是在不同专业的交叉点上取得

的。有些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多专业的联合攻

关中，往往可以被顺利攻克，因此共同攻关可以极大地提

升创新效率。

此外，创新要不害怕失败，有坚强的意志。全球范

围内，油气的勘探成功率低于 30%，因此失败是常态，这

也 才 显 得 成 功 尤 为 可 贵 。 每 当 看 到 一 口 井 有 油 气 喷

出，成功点火，我当天回去一定要庆祝一下，这是我最

高兴的时刻。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旭升：

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的使命

郭旭升院士郭旭升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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