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中，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总

工程师，长期从事海洋油气钻完井技术研究

与工程实践，在海上一线工作近 30 年，曾主

持“深海一号”超深水气田勘探开发钻完井

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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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亚乘直升机向东南飞行大约 50 分钟，便能从茫茫大

海中看到“钢铁巨人”——“深海一号”能源站，源源不断的海

底天然气供应让其顶端的火炬熊熊燃烧。

“深海一号”是我国首个自营勘探开发的 1500 米深水气

田，于 2021年 6月 25日在海南陵水海域正式投产。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发布消息称，“深海一

号”二期工程项目正加速建设，已顺利完成新建平台上部组块

双层甲板片吊装就位作业，平台建造总体进度已达到 40%。

李中作为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曾主

持“深海一号”超深水气田勘探开发钻完井工程，见证了我国

海洋油气开发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整个历程，科技日报记

者 9月 1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创新就是要打破常规

记者：您主持了“深海一号”超深水气田勘探开发钻完井工

程，在这个工程中您遇到哪些技术难题？

李中：该工程除了会涉及常规深水作业气田面临的作业窗口

窄等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该区块地层压力体系复杂，如

何实现安全钻进；此地浅层地质灾害分布广泛，如何有效控制；气

田井位分散，如何实现跨井区安全高效连续作业等。

记者：您及团队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

李中：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还有就是大胆创新。

记者：能举个例子吗？

李中：比如说，解决浅层地质灾害分布广泛问题，常规的方

法是“躲”，而我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钻导眼、主动放喷、移

井位”深水浅层风险分级控制技术，确保了深水水下井口的安

全建立。

再比如，常规移井位的方法是先回收全部隔水管再移井位，

而我们发明了钻井平台拖曳隔水管带防喷器跨井区移位技术，首

次实现了深水批钻作业。这项创新让单井平均钻井周期由65天

缩至34天。

记者：所以，很难说解决哪个难题的过程让您印象更深刻，这

是个系统工程。

李中：是的。正是这些打破常规的创新方法，使我们解决了

“深海一号”超深水气田钻完井工程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火山口”上钻探石油

记者：您还主导完成了我国首个海上高温高压气田的钻完井

工作，该工程获评2020年央企十大超级工程，这个工程给您出的

难题和“深海一号”估计不一样？

李中：没错，这回碰上的难题是高温高压。井底地层温度最

高可以达到249摄氏度，我们相当于在火山口钻探石油。地层压

力最高可达142兆帕，超过了现有大部分防喷器的压力等级。

记者：高温高压下最考验的是设备和井下工具。

李中：是这样的。在这个温度下，大部分井下电子类的监测

和探测工具都无法使用。高温高压对设备影响很大，设备失效可

能会造成井喷或井眼报废。

记者：南海北部的莺琼盆地就是这样一个高温的环境。

李中：南海地处三大板块交汇处，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聚集

了海洋油气领域复杂断块、高温高压等三大世界级难题的海域。

位于南海北部的莺琼盆地的地层温度最高超过240摄氏度，压力

最高达1400个大气压。这个压力，相当于把一辆轿车压在指甲

盖上的作用力。

记者：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

有没有考虑过借助外部力量？

李中：开发南海油气，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捍卫海洋权益

的重大战略举措。

国外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国际石油公司在该区域钻

探15口井，由于钻井事故频发，耗资近50亿元均未实现钻探目标

而退出，这些问题在常规深水作业中都没有遇到过。

记者：所以必须自力更生了。

李中：对，从1998年开始，我们针对高温高压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系统开展了技术攻关，形成了一套由四大国际级首创成果相

互支撑而成的技术体系，解决了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世界级难

题，为发现7个大中型海上高温高压气田提供了技术支撑。

我们利用这套技术体系在莺琼盆地海域开展高温高压井钻

井作业，钻井成功率高达100%，平均单井钻井周期、成本不到以

前的一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及

工业化应用”项目201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世界

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高温高压区天然气开发的“中国方案”。

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

记者：面对不同的难题，您都尽可能地给出工程解决方案，其

中的秘诀是什么？

李中：首先是有一种使命感吧。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的人

都熟悉一首歌，叫《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这个行业的职责

就是找到、开采出更多的石油，而要献出更多石油，还得靠科

技创新。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国海洋石油勘探行业的技术薄弱、

装备老旧，不得不依靠国外，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靠自己解决技

术难题、开发“蓝色国土”。

记者：使命感之外，您喜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工作吗？

李中：当然，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兴趣和求知欲。在

现场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我从不会觉得麻烦，反而很享受解决它

们的过程。

比如说，浅层气中的甲烷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遇到水会变成

固态的水合物，我觉得这太神奇了。我在作业过程中就一直关注

水合物生成、运移等相关问题，后来在读博期间，把它作为研究课

题。最后，我们把深水浅层气的运移规律都摸清楚了，从此我们

在深水作业过程中再也不怕浅层气了。

记者：现在我国海洋油气开发钻完井技术的水平如何？

李中：我举例来说明。2015年，我们与外国公司在我国南

海同一个区块相隔 20公里的两个井位同时钻井作业，钻进同

一个目的层。外国石油公司耗时 120 天、耗资 3.6 亿元，才完

成一口探井，而我们花费了 40天、投入仅 8000万元，就成功完

成一口探井，而且获得的资料比他们全，评估出来的储量比他

们高。

目前，我国深海钻井的最大作业水深达到 2619 米，创下

西太平洋作业水深纪录。可以说，我国的深水钻井技术已经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有些关键技术已经在海外深水区块得到

应用，实现了从“技术引入”到“技术输出”的转变。

记者：我们与国外还存在哪些差距？

李中：在个别领域，我们依旧要正视差距，一些关键的零

部件还依赖进口，一些局部的分析设计还需要依靠国外的软

件。近年来，在国家项目的支持下，我们也在持续进行技术攻

关，解决“卡脖子”问题。

记者：随着禀赋较好的海洋油气资源逐渐被开发，“甜点”剩

得不多了，剩下的可能是一些“碎渣渣”，我们面临较大的增储上

产压力。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深海油气田开发要侧重解决

哪些问题？

李中：我们知道，海洋钻井是非常贵的，打一口海洋钻井的费

用平均相当于打一口陆地钻井的10倍，而制约海洋油气开发的往

往是成本。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近几年提出了“新优快”钻井技

术，就是要在安全高效钻井作业的同时，采用创新技术大幅降低

作业成本，使一些边际油田或者没有经济性的油田被成功开发。

目前，已利用该技术成功开发了位于渤海的垦利16-1油田，开发

效果良好。

记者：如何用智能化或数字化技术赋能海洋油气开发？

李中：近年来，我们已在开展智能油气田建设。我认为，

将来应该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建设从地面向地下拓展，以井

筒为核心，打造地下数字化网络，全面感知储层和油藏，通过

智能分析和井下监控手段实现油藏的智能管理，以大幅提高

油田的采收率。

鼓励年轻人到现场去

记者：您在海上一线工作近30年，如今成为中海油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您最初是如何与石油结缘的？

李中：这就要说起我小时候的经历了。我生长在中原大

地的一个乡村，家乡的田野间矗立着高高的井架，那些身着工

装的石油工人，我再熟悉不过了，很想知道他们每天在做什

么。而他们化验室里那些瓶瓶罐罐，对我这个乡村少年来说，

太神秘了。

那时一放学，我就跑到他们化验室里问东问西，那些大哥哥、

大姐姐每次都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去的次数多了，我对那些设

备是干什么的、石油是怎么从地下出来的也略知一二了。

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种子”便在我心底发芽：长大了，就当

个石油人吧。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填的都是石油院校。

记者：这份工作和您小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李中：艰辛和困难肯定是超出预期的。1994年，我刚入职，第

一次踏上海上平台，第一次坐直升机，心里憧憬着“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打碎了我所有的幻想。

记者：具体发生了什么？

李中：我刚一上平台，本以为会听到机器轰鸣，结果现场却是

一片寂静、甲板一片狼藉。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上平台前，这里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井

控事件，最后不得不关闭防喷器、剪断钻具。这在钻井作业中属

于十分严重的事故。这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作业的危险，也促

使我在工作中一直保持着细致谨慎的作风，力求安全高效地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

记者：您在工作中细致谨慎，不过在一些重要时刻，比如

“深海一号”超深水气田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时，您应该还是很

激动吧？

李中：那当然了。2014年8月18日，LS17-2-1井测试，钻井

平台加压、点火、射孔成功，井筒压力快速上升。看着火苗由小变

大，最后变成熊熊火炬，大家都热泪盈眶。

这一天海油人整整等了12年。回首20余年的工作经历，我

见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从白手起家到

自主开发深海油气，这一路走得是多么不容易啊。

记者：您认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李中：我认为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应当具有清晰的理论认知、

不懈的求索精神、能够吃苦耐劳、重视团队合作，还要有超强的责

任心。

记者：这应该也是您期望年轻的石油人能做到的。作为团队

负责人，您如何培养年轻人？

李中：我会鼓励年轻人到现场去。做科研的当然要紧盯前沿

技术进展，但更要走到一线。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石油专

业要学“四大工程”：钻井工程、完井工程、采油工程、油藏工程。

既然是做工程，就不能脱离实际，而搞工程的科研人员更不能脱

离实际。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只有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促进技术的进步。

另外，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终身学习。当然，这不仅仅针对年

轻人，对我自己也一样。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现在技

术迭代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我们的认知在几个月后就会被颠覆，

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认识，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技术先进性，

促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李中李中：：要紧盯前沿技术要紧盯前沿技术，，更要走到一线更要走到一线

结识李中，源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一位朋友的

推荐。在随后的采访中，他可以将高深专业的技术词语解释

得通俗易懂，对重大工程中的每个节点都了如指掌，总能讲出

很多记者喜欢的故事。你很快就能从和他的对话中得出一个

结论——这是一个热爱石油行业、热爱科研、热爱挑战和冒险

的科研人员。

他办公室的书架几乎是空的。他说，他需要能量补给，但

他的书这里根本摆不下，都存在硬盘里随身携带。同时，他也

会向团队中的年轻人学习。

2020 年，李中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调

任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从生产单位到科研单位，李中称这次岗位变动是他职业生涯

的“分水岭”。

虽然工作发生变动，但李中说，他依旧会时常想起紧急情

况发生时和团队彻夜不眠、并肩作战的情景。这提醒他，到中

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做科研，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要取得更多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让一线作业人员能

少些“紧急情况”。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

病毒、寨卡病毒、新冠病毒……在同

事的印象中，每次进行新发突发传

染病的调查，作为广东省疾控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的康敏总是

带头冲在前面，一句“没事，交给我”

让大家吃下定心丸。

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18 年来，他

的足迹遍布广东全省 21 个地市，一

次次跟新发突发传染病打交道，带

队“逆行”深入疫情处置现场，与病

原体“赛跑”，奋力阻断疫情传播。

疫情现场就是“战场”

在广东省疾控中心的大堂，有

一幅木棉花壁画，康敏和他的疾控

同事们正是在这幅“英雄花”壁画前

屡屡整装出发，奔赴疫情现场。

2020 年 1 月，广东省报告首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刚出差回到办

公室值班的康敏，连夜带队赶往现

场 ，争 分 夺 秒 调 查 病 例 的 活 动 轨

迹。“为了确保 24 小时黄金期内查

清每一个病例，他总是带领我们第

一 时 间 奔 赴 疫 情 现 场 ，与 病 毒 赛

跑。”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三级主任科员庄雅丽说。

这不是康敏第一次跟冠状病毒

“交锋”。2015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冠状病毒疫情在多国流行，

当年5月的一个晚上，广东省接报，一

例国外 MERS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经

香港中转已入境广东。收到消息后，

康敏和同事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不到两小时，他们已迅速找到这名密切接触者，经过

沟通和防护准备，将其转运至定点医院，该密切接触者后

被确诊为国内首例 MERS 输入病例。由于处置响应迅

速，该病例得到有效救治，并且实现医院零感染、社区无

传播，受到世卫组织积极评价。

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劲

认识康敏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股劲，一股对待工作

的认真劲儿。在康敏看来，传染病防控没有“歇歇脚”的

时候。“他对这份事业有信仰，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广

东省疾控中心青年技术人员李依红说。

新冠疫情期间，康敏连续奋战 900 多个日夜，带领团

队深入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2022 年，康敏作为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

组组长带队赴港支援，在香港工作的 50 天里，他和专家

组深入一线走访 19 个疫情防控现场，参加 60 场专题会

议，撰写专题报告 36 份，为支援香港抗疫工作部署提供

第一手信息和专业意见。

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疾控机构的公共卫生

监测工作回归常态化。眼下，康敏关注着登革热防控，他

和基层公卫人员近几周在社区走街入户，下足“苦功夫”

翻找瓶瓶罐罐，查找虫媒阳性积水，同时向社区派发灭蚊

片，帮助做好登革热防控宣教工作。

“我们去医院、去学校、去社区等各种场所开展监测，

一方面对确诊传染病的病人做调查，另一方面采集标本

送到实验室检测。”康敏说。

为群体健康“开处方”

2005 年，康敏大学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工作。当时，狂犬病是多发的致死性传染

病，广东一年超过 300 人发病。康敏加入防疫队伍，深入

农村开展狂犬病调查，所见所闻让他动容。

“我们发现，犬伤后伤口处理不当、没有及时接种疫

苗是狂犬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他立即行动起来，和同事

一起撰写分析报告、提出建议，最终推动广东在全省开设

覆盖乡镇的规范化犬伤门诊；加之疫苗接种日益普及，此

后广东省狂犬病发病水平连年下降，如今已控制在非常

低的水平。

“面对各种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只有切身理解人们

的感受，才能更好为公众健康服务。”他说，“应对疫情的方

案、策略，就是我们手中的‘处方权’，要珍惜，更要用好它。”

许多时候，这样的“处方”润物无声。手足口病是婴

幼儿常见肠道传染病，而洗手是有效的预防手段。每当

疾控专家进校园宣教时，为了确保小朋友每次洗手至少

20秒，康敏就教他们一边洗手一边唱生日快乐歌，唱够两

遍才算洗干净。

“养成这个好习惯，就能有效减少幼儿园发生手足口病

传染的风险，同时患儿重症、死亡的风险也可大大降低。”康

敏说，“公共卫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我们的工作虽然繁

重，但只要能及时阻断疫情传播，降低社会疾病负担，提高

人群健康水平，我想这一切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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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敏深入一线开展登革热蚊媒监测工作。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图

李中在海洋石油李中在海洋石油982982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