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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7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俄能源

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踔厉前行，

两国能源合作日趋成熟、稳定、坚韧，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俄方

一道，持续推动能源领域互利合作，维

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韧性，为

推动全球能源产业更加强劲、绿色、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

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

六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第六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7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保罗·卡加梅，

祝贺他当选连任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卢旺达是中国的传统

友好国家。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

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传统友谊不

断深化。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进一步

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拓展和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致电祝贺卡加梅当选连任卢旺达总统

7 月的风拂过大湾之滨，国际航空

枢纽——香港国际机场，挺立在碧海青

山之间。

这座建成于 1998年的机场，人群川

流不息，飞机往来不停，国际客运量在

全球排名中居于前列。2022年，随着第

三跑道投入使用，该机场的运输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

在第三跑道背后，不仅隐藏着一条

宛如大动脉般默默工作的输油管道，还

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钻探故事——

一家民营企业，带着非开挖定向钻

全套设备与技术方案，在海底百余米深

处精准前进 5200 米，完成了“世界第一

穿”的壮举！

非开挖定向钻好比
“微创手术”

时 间 回 到 2015 年 ，一 张“ 英 雄

榜”，让国内外无数个管道穿越公司

“炸了锅”。

那时的香港国际机场，正在计划填

海建设第三跑道。填海后，原有的输油

管道会被泥土覆盖无法使用。全新的

海底输油管道项目建设迫在眉睫。

高达 10余亿港元的预算，吸引了多

家管道穿越领域的公司参与竞标，来自

河北的华元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元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硬骨头’。”盯

着项目工程图，华元公司董事长史占华

陷 入 了 沉 思 —— 管 道 水 平 穿 越 长 度

5200米，且需要在海底百余米深处穿越

200多米长的抛石填海层、淤泥黏土层，

以及硬度极高的花岗岩和软硬交替的

岩石断裂带。

此外，管道一端在机场内，距跑道

不到 300 米；另一端紧挨着野生鹭鸟等

国家保护动物栖居的沙洲岛。安全和

环保都是大事。

前所未有的施工难度，让许多竞标

方一筹莫展，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称之为

“世界第一穿”。有的公司提出变通方

案——在穿越路线中间，人工填海造

岛，然后把两头连接起来。

方案被否。因为填海造岛不仅成

本更高，而且对海洋环境扰动较大。

面对挑战，华元公司的技术团队却

信心满满：“一定要拿下这个项目！”

日前接受采访时，史占华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我们的自信，来自公司数十

年的积累。”

这要从电缆、管道的铺设讲起。传

统的开挖方式，是直接挖开地表或在海

底挖掘隧道，再铺设管线。“传统开挖方

式就像切开-缝合式手术，创口大、恢复

慢。”史占华给记者打了个比方，“非开

挖定向钻则好比微创手术，不仅创口

小，而且恢复快。”

非开挖定向钻技术，是指在地表极

小部分开挖的情况下，通过导向、定向

钻进等方式，敷设、更换和修复各种地

下管线的施工技术。该技术起源于国

外，我国 1985年才开始涉足。

“那时的非开挖定向钻工程几乎完

全是外商的‘一言堂’。”史占华回忆，

“我们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站在

远处看，还要接受极高的报价和各种不

合理要求。”

1996年，作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该

技术与设备的团队，华元公司试制出国

内第一台大吨位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

并成功应用于工程实践，改变了过去受

制于人的局面。

导 向 孔 对 穿 犹 如
“两人握手”

香港国际机场项目非同寻常，无论

技术和设备要求，都超越了以往的极

限。“必须寻找一条新思路！”史占华斩

钉截铁地说。

几次闭门讨论后，一个大胆的思路

逐渐清晰——采取导向孔对穿的钻进

方式。

如果采用常规的单向钻探方法，在

单端钻头长距离钻进后，钻机推力会呈

指数级减小，因为穿越距离越长，推力

越难传递到钻头上。

双向推进则不同。“这就犹如两人

握手。”华元公司团队成员荣海龙对记

者说，“在一侧正常钻进的同时，另一侧

也在钻进。双向奔赴，精准对接，就可

以大大增加穿越长度。”

史占华带领团队在 10 米×10 米的

规划施工用地中，反复试验，巧妙地设

计出直接穿越 5200米，且不泄漏泥浆的

方案。

这套方案得到了项目方的肯定。

“世界第一穿”，花落华元！

思路和方案解决了，施工中的挑战

也随之而来。

在数千米钻进过程中，两个钻头精

准对接的难度极大。史占华将其比喻

为“在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将两根缝

衣针对接”。

要保证准确对接，实现精准定位至

关重要。经过反复实验，综合利用卫星

定位、海面船体定位和钻头地磁传感系

统，技术团队成功构建了空、海、陆三位

一体的数据采集体系。

基于采集到的数据，技术团队开创

性地研发出钻机导向定位系统。该系

统可让钻头按预定轨迹钻进，实现海面

百余米下的“穿针引线”。

2018 年，一个晴朗的午后，海面风

平浪静。史占华一行人目不转睛地盯

着液晶屏幕上的钻头位置，豆大的汗珠

从他们头上流下。

随着一声清脆的“滴”声，欢呼声爆

发开来，对接成功！

在“双向握手”思路的推动下，该项

目于当年保质保量地完成。

地磁导向系统堪称
“电子眼”

有了“双向握手”思路加持，华元公

司的施工之路势如破竹。在日前完成

的妈湾电厂升级改造项目天然气管道

接入工程中，他们又一次大显身手。

深圳的 7 月，晴空如洗。繁忙的深

圳西部码头堤岸和美丽的大铲岛海岸

上，在仅有篮球场大小的施工区域，水

平定向钻机从陆地斜切入海。钻杆旋

转间，泥浆静静流淌，为数不多的工人

们默契配合，操作有条不紊。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燃气管线

建设项目主管魏传峰介绍，妈湾项目管

道穿越距离较长、地质结构复杂，且施

工区域受限，需从大铲岛和妈湾电厂区

域同时钻进。

“为此，我们立足‘双向握手’思路，

果断采用堪称‘电子眼’的最新自主研发

的 HYMGS 地磁导向系统，使得钻头按

预定轨迹钻进，仅用不到120天时间就完

成了两钻头在海底‘对接’。”魏传峰说。

该项目管道已于今年 4 月成功回

拖，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陆海定向钻穿越

管道。该工程创造了 3项世界纪录——

直径 600毫米以上大管径定向钻穿越长

度世界第一，陆对海定向钻穿越长度世

界第一，天然气管道定向钻穿越长度世

界第一。

“这 3 项纪录意味着，我们对‘双向

握手’思路的运用及其配套装备的研

发，已日臻成熟。”史占华说。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领

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

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

史占华向记者表示：“下一步，我们还

将针对超长距离、海上及山体等复杂地质

环境，在非开挖定向钻穿越技术和装备的

研制、电动钻机产业化及标准化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让‘中国钻’大放异彩！”

挑 战 极 限
——看华元非开挖定向钻技术如何打通“世界第一穿”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7 月 22

日，中国工程院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中国工

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以“落实全

会精神 建设科技强国”为主题，为全院

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会议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一步指明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

会议指出，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决

定》），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

主动，释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

开放旗帜的强烈信号。

李晓红深刻解读了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的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回顾了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讲述

了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阐

释了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提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思路措施。他强调，全院党

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和系统把握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

重大举措、根本保证，深刻领会和系统

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

“六个坚持”“七个聚焦”等重要要求。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与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程院建

院 30周年贺信精神结合起来，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全院党员、干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谋划、系统推动、

协同开展各项中心工作，坚持改革与发

展同步，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此前，中国工程院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和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国工程院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今日之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深度融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问题，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成为世界了解新时代中国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契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经济发展、国际合作

等方面提出的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

球治理中角色和作用的高度关注。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重要影响不局限于中国”

7月 19日，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表示，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公报阐释了中国政府如何在各个领域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明确到 2035 年全面建成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确信，这一路

径与西方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全然不同。

欧洲《现代外交》杂志网站近日发文认为，中

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影响不局限于中国。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制定的政策具

有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一个稳定且繁荣

的中国对于维护全球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外交和政治影响力，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明

确的信号，即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乌兹别克斯坦专家沙罗夫丁·图

拉加诺夫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的重大改革措施能
创造新机遇”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邮报》当地时间 7 月 16

日报道，巴基斯坦官员阿赫桑·伊克巴尔表示，中

国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壮

举。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世界处于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新技术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改变着各国的发展模式。

芬兰媒体《赫尔辛基时报》文章称，中共二十

届三中全会吸引了全球关注，许多南方国家期

望，中国将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

况下创造新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7 月 16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更新内容中预测，2024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5%，且将进

一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这一增长率较今年 4 月份的预期

上调了 0.4 个百分点。

“中国科研生态展现出积极
作用与担当”

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歇。《赫尔辛基

时报》日前发文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重

大倡议，中国迈出了坚实步伐，致力于全面对外

开放。这一举措互惠共赢，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

共同发展注入动力。

过去 10 年间，中国稳步实践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为促进全球科技协作搭建桥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意大利科学家费

凡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中国在

国际科技合作上的务实举措。例如，2023年召开

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上，中国首次提

出《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倡导并践行开放、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坚持“科学无

国界、惠及全人类”，携手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

“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

对教育和国际人才交流的重视以及研究成果的有

效转化等，共同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持续创新和技

术进步的国际化科研环境。”费凡评价道，这一科

研生态体系不仅提升了中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

力，也促进了与其他国际伙伴的科研合作，展现了

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合作伙伴的积极作用与担当。

“ 期 待 中 国 为 世 界 贡 献
更多智慧与经验”

民生福祉始终是发展的核心。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赫尔辛基时报》指出，得

益于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跃升至全球第二，民众

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中国深知科技进步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对科学技术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尤

为重视。”费凡说，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让中国民众

购物、支付、交通出行等各类生活服务变得前所未

有的便捷。另外，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同样展现

出令人瞩目的进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借助互

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远程医疗服务得以迅速推广，

有效缩短了优质医疗资源与基层民众的距离。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 7月 18日报道称，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看点之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念注重创新驱动的增长模

式，其核心是技术发展。

正如阿赫桑·伊克巴尔所提到的，中国经济正加速由劳动

密集型向科技驱动型转变，这一转型不仅对中国人民福祉产

生深远影响，也为全球合作伙伴带来了新机遇。他期待中国

为世界贡献更多智慧与经验。

（记者龙云 龚茜 张佳欣 齐笠名 实习生岑颖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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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

陆成宽）月球上是否存在水，对月球演

化研究和资源开发至关重要。记者 23

日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基于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我国科研人员发现

了月球上一种富含水分子和铵的未知

矿物晶体：六水氯化镁铵。这一发现标

志着首次在月壤中发现了分子水，同时

揭示了水分子和铵在月球上的真实存

在形式。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

然·天文学》。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在研

究探索月球上是否存在水。在早期美

国阿波罗任务采集的月壤中，人们没有

发现任何含水矿物，一度让科学界认为

月球是干燥的荒漠。直到近年来，一系

列遥感任务在月球两极的永久阴影区

和部分月球光照区，发现了月球水存在

的证据。借助于精密设备，人们在返回

的月壤中陆续发现了微量羟基，但没有

发现水分子存在的确凿证据。

嫦娥五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属于最

年轻的玄武岩，并且是迄今为止纬度最

高的月球样品，为月球水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机遇。

科研人员此次对嫦娥五号月球样

品进行了精细的单晶衍射和化学分析，

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富含水分子和铵的

透明晶体，水分子的质量占该矿物总质

量的 41%。科研人员还分析了该矿物

的同位素成分和形成条件。结果表明，

该矿物的氯同位素组成和月球样品相

近，不是来自地球污染或火箭尾气。

“这种富水矿物的发现为我们揭示

了月球上水分子存在的一种形式——

水合盐。与易挥发的水冰不同，这种水

合物在月球高纬度地区非常稳定。”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副研究员金士锋说，这意味着，即使

在广阔的月球阳光照射区，也可能存在

这种稳定的水合盐。

金士锋表示，月球表面水合矿物的

发现是对月球水和铵研究的重大突破，

为未来月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

月 壤 中 发 现 富 含 水 分 子 的 矿 物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23日，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获签首个型号检查核准
书（TIA），标志着AG600飞机正式进入中国民航局审定试飞阶段，为后续AG600完成适航取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AG600飞机在陕西蒲城县进行试飞（7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