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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龙年新春，被视为生命禁区
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传来
喜讯：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深地塔
科 1井“冲刺”成功。这口肩负着
科学探索和预探发现两大使命的
万米深地科探井，是继深空“神舟
上天”、深海“蛟龙入海”之后，我
国在深地领域探索自然的又一壮
举。

随着钻机的轰鸣，8000 米、
9000米、10000米……我国在深地
领域的探索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死亡之海”中创造的奇迹，见证
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和科技创新的
发展，镌刻汇聚勇气和智慧的“中
国深度”。

向深层进军：
为祖国加油争气

祖国西部，3月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春寒料峭，风沙弥漫。大漠
腹地的深地塔科1井井区，沙丘环
抱，井架高耸，机械装备轰鸣不
停，约20层楼高的钢铁塔架，稳稳
矗立在流沙之上。

4 日 14 时 48 分，随着一枚金
刚石钻头持续刺破地下岩层，前
方指挥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瞬间
跃至 10000（米），现场紧张期待的
百余名石油工人顿时欢呼起来。
创造和见证我国首个万米深井的
诞生，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和自豪的神情。

“经过270多天的努力这口井
终于破万了，我们创造了新纪
录。”担任钻井平台总监的闵鹏，5
年前在塔里木盆地参与了钻探当
时亚洲陆上最深井的任务，成功
钻至地下8882米。如今又目睹深
地塔科 1井突破地下万米。他难
掩激动：“如此深度之下，几乎没

有任何同类钻井资料参考，没有
技术参数指标可以借鉴，但我们
依然做到了。”

万米之后，步履不停。目前，
深地塔科1井仍在向着11100米目
标深度全速钻进。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含
油气盆地，盆地埋深超过 6000米
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全国
的 83.2%和 63.9%，是我国最大的
深地油气富集区。

“超深层已成为我国油气资
源增储上产的主阵地，向地球深
部挺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
大战略任务，是端稳端牢能源饭
碗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
院士孙金声表示。

近年来，我国不断向地球深
部进军，多次刷新深地开发纪
录。仅 2023年，塔里木油田完钻

井深超 8000米的井就超过 70口，
约 90%的新增储量从超深地层获
取，开采出的超深层油气达 1957
万吨。

“向深而生，是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石油塔里
木油田企业首席专家王春生说。

迎难而上：
科技创新刷新“中国深度”

地下万米“冲刺”，深地塔科 1
井的钻头自上而下要穿透13个地
层，攻克超高温、超高压、地层不
稳定等几十道难题，钻至万米后，
地层温度超过 200℃，地层压力超
过130兆帕。每深入地下一米，钻
探难度都会成倍增加。

王春生告诉记者，这口井从
地表钻到 8000米深度用了近 5个
月，而从 8000米到万米，用了 4个
多月的时间。

在王春生看来，万米深井钻
探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高
温。“每往地下钻进100米、温度就
会升高约 2℃，万米之下面临超
200℃的高温，在这种环境下，钻
杆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操作起
来很难控制，只能凭借经验进行
判断操作。”

“超万米后控制难度极大，就
像一辆大卡车在两条细钢丝绳上
行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介
绍，这口井的钻探难度堪比“探月
工程”。

面对世界级难题，塔里木油
田打破传统钻井组织形式，搭建
跨学科工作平台，集合地质、工
程、装备等精锐力量，组建了 9支
技术支撑组，让多专业、多学科紧
密配合、协同作战，并配备了一大
批顶尖仪器装备，为万米深井钻
探“保驾护航”。

“我们的钻机、钻具这些都是
自主研发的。”钻机主设计师、宝
石机械一级工程师李亚辉介绍，
深地塔科1井使用的钻机载重900
多吨，钻井深度可达12000米，“这
台大国重器，正是我们不断向深
向难挺进的底气。”

开钻以来，塔里木油田、西部
钻探、宝石机械等多家单位联合
攻关，攻克了超高钻台大载荷提
升系统关键技术难题，自主研制
了全球首台 12000米特深井自动
化钻机，创新研发了 220℃超高温
钻井液、抗高温螺杆等工艺技术，
万米取芯及电缆等资料录取装备
实现突破，打造形成万米深井安
全高效钻完井等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

此前，全世界陆上真正垂深
超 1万米的井只有 1口，即苏联开
发的科学钻探井——科拉 SG-3，
深度 12262米。这口井钻探耗时
23年。“深地塔科 1井钻破万米后
成为世界陆上第二、亚洲第一垂
深井，在深地科学研究和超深层
油气勘探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表示。

奇迹背后：
只有荒凉的沙漠
没有荒凉的人生

距离钻机不远处，10 多套针
对地下各种地层的国产金刚石钻
头整齐排列，一排排“铁齿钢牙”
已被地底深处坚硬的层层岩石磨
平。

“目前正使用的钻头能经受 8
万个大气压的压强，相当于8头10
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
生的压强。”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
部台盆区勘探项目部主任吕晓钢
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油气勘探
越来越向超深地层进军，300多项
重要油气生产设备实现国产化。

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开钻以
来，深地塔科1井的数百名石油工
人、科技工作者坚守大漠四季，攻
坚克难连续奋战270多天，终于打
造出新的“中国深度”。

奇迹的背后，是一代代石油
工人和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
的人生”——在塔里木油田修建
的、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
公路边，竖着这样一幅巨型的标
语牌。

“作为石油人，能够为我国首
口万米井钻探出一份力，这是我
的荣幸，家人也为我自豪。”塔里
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基础研究
部课题经理杨果说。从开钻之初
起现场就集聚了一批地质、泥浆、
钻探工具等钻井领域专家，他们
每天根据井下各项数据变化调整
钻机。“我们就是要全力以赴合力
攻关，安全顺利钻成万米深井。”

“这口井凝聚的是一代代石
油人的努力。自立自强，才能为
祖国加油争气。”塔里木油田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安全总监胥志雄
说，塔里木油田目前已基本实现
对地下数千米深处的油气“看得
见”“够得着”“采得出”，深地塔科
1井勘探开发前景同样值得期待。

与常规油气井不同，深地塔
科1井属于科学探索井，除了寻找
油气资源之外，它还肩负着探索
地球演化和气候变迁等重任。随
着钻头一寸寸突破地层，一个个

“中国深度”纪录正在塔里木盆地
不断创造和刷新。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4日电）

连创“中国深度”
——探访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冲刺”成功现场

新华社记者

司钻在深地塔科司钻在深地塔科11井驾驶钻机作业井驾驶钻机作业。。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李响摄

一声春雷响，人间万物苏。
惊蛰，古称“启蛰”，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
时节的开始。在许慎的《说文解
字》中，“蛰”释为“藏也”。元代文
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这样写道：“万物出乎震，震
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
矣。”古人认为，动物冬藏伏土，不
饮不食，当春雷隐隐、大地回暖时，
它们就被惊醒了。其实，这主要还
是温度变化的结果。

古代文人颇爱描写惊蛰，留下
不少千古流传的诗篇。

唐代韦应物的一首《观田家》，
甚是有趣，有几句这样写道：“微雨
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
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
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
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寥寥几句诗，描绘出一幅春季
农家耕种的画面。春雷乍响，乡间
阡陌，草木萌新，细花吐蕊，年轻力
壮的男子穿梭在一片春意里忙碌
着。他们耕牛犁地，饮牛溪涧，虽
然累却从不叫苦，一场贵如油的春
雨降下，就让他们雀跃无比。

唐代农业非常繁荣。诗人元
稹，当过宰相，重视农桑，他曾写过
二十四节气诗，流传至今。

我国古代将惊蛰分为三候：一
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
候鹰化为鸠。元稹对惊蛰的描写
贴合这“三候”，他写道：“阳气初惊
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鹰
老化春鸠。”

轻雷惊春，万物变化，有东风
劲、韶光暖，也有花雨香和鸟雀
鸣。元稹通过诗情画意的语言，一
点点在天地间慢慢铺展开来的斑

斓春色，揉在字里行间。读之，仿
佛身临其境。

惊蛰时分，有不少民俗，“驱
虫”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因“春
雷惊百虫”，老百姓担心蛇虫鼠蚁
等殃害庄稼，或滋扰生活，所以会
驱虫。《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
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

在民间，还流传“惊蛰吃梨”的
民俗。在传统文化中，一般节日忌
讳吃梨。不过，此时吃梨，寓意着
和害虫分离，远离疾病。俗话有云

“冷惊蛰，暖春分”，从养生的角度
讲，仲春时节还是乍暖乍寒，容易
口干舌燥，吃梨可以助益脾气，令
五脏平和，可增强体质，抵御病菌
的侵袭。

除了诗词和民俗，仔细品读
“惊蛰”二字，便觉其中意蕴无穷。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萧放表示，要了解惊蛰内涵，单从
“蛰”字的字形演变就能管窥一
二。小篆体的“蛰”字，底部是一只
盘缠的小蛇，上半部的“执”表声，
本意是束缚不动，上下部分合在一
起，形象描写了昆虫从凛冽寒冬到

初春这一段时间蛰伏冬眠的状
态。当惊雷一声凌空响，叫醒了百
虫，也叫醒了希望。动静切换之
外，大地万物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力
量也在蓬勃生发。

（据新华社上海3月4日电）

惊蛰：春雷惊万物 蛰虫唤银锄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初春时节，在青海省西宁野生
动物园兽医院笼舍里，一只荒漠猫
进食后，眯上眼睛，将尾巴垫在身
下，窝在毛毯上小憩……看着监控
里荒漠猫“黄老太”的悠闲模样，兽
医助理刘雪松很是欣慰。

2022年 3月，“黄老太”于西宁
市湟源县的一处垃圾场被救护。
经检查，“黄老太”感染多种病毒，
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严重，重度脱
水营养不良。针对复杂病症，工作
人员制定科学治疗方案，少食多餐
喂食肉类补充营养，打针输液进行
抗病毒治疗。经过治疗，“黄老太”
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恢复健康，“相
比于在野外‘闹饥荒’,‘黄老太’现

在按时吃饭，规律活动，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有时还会在架子上玩
耍、晒太阳。”刘雪松说。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
章介绍，考虑到“黄老太”已年老，
且消化系统较弱，缺乏野外生存能
力，将不再考虑放归。而且由于其
特殊状况，不对外进行展出，它将
在兽医院的专业笼舍里“颐养天
年”。

在相距动物园数百公里的金
银滩草原上，荒漠猫“黄太急”正在
无垠的原野上恣意奔跑。

2023年 6月初，在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黄太急”在牧
民家“偷鸡”时，被鼠夹夹伤。所幸

它被及时发现，连夜送到西宁进行
救治。经过体检，“黄太急”只是外
伤，骨头完好，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无异常，无猫科动物常见传染病。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护理，
“黄太急”康复，达到放归条件。齐
新章介绍，根据《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管理办法》规定，动物园联合中
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决定给

“黄太急”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进
行放归。

荒漠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也是中国特有猫科动物。这
是国内乃至世界首次给救护的荒
漠猫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归。

“卫星项圈每两小时上传一次数

据，记录它的活动轨迹。一方面，
有助于研究草原地区荒漠猫的生
活习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它受伤
后及时提供救护。”齐新章介绍，

“佩戴项圈的大小、松紧都有规范
要求，会最大程度避免影响到动物
活动。项圈没有自动脱落功能，我
们将持续观测，在合适时间为它打
疫苗，并帮它拆除项圈。”

2023年7月23日，工作人员驱
车前往救护地附近的相似生境进行
放归。“附近有山地、河谷、草原和灌
丛等多种生境，有大量高原鼠兔等
小型兽类活动，符合荒漠猫生境要
求，满足放归条件。”齐新章说。

由线条和点位编织成的卫星

图上，显示着“黄太急”活动区域：
东西长约 20公里，南北宽约 10公
里，总面积约 200平方公里。大部
分时间，它在一片约36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活动。齐新章说：“相较于
过去研究数据中平均 3.3平方公里
的活动范围，‘黄太急’较大的活动
区域为荒漠猫生活区域研究提供
了新的参考。”

“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齐新章表示，下一步，除了继
续对符合条件的荒漠猫，在佩戴卫
星定位项圈后放归，西宁野生动物
园还将开展荒漠猫的人工繁育，为
青藏高原本土物种保护作出更多
贡献。 （新华社西宁3月3日电）

科技守护中国特有荒漠猫
记者 李宁 耿辉凰

惊蛰将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新华社发

这是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拍摄的深地塔科这是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拍摄的深地塔科11井井（（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去年我国锂电池产量
同比增长25%

新华社北京3月 4日电（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记者 4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2023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延续增长态势，
根据锂电池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
会测算，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940GWh，同
比增长25%，行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

在电池环节，2023年消费型、动力型、储
能型锂电池产量分别为 80GWh、675GWh、
185GWh。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达到4574亿
元，同比增长超过 33%。在一阶材料环节，
2023年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产
量增幅均在 15%以上。在二阶材料环节，
2023年碳酸锂、氢氧化锂产量分别约 46.3万
吨、28.5万吨。

与此同时，全年锂电池行业产品价格出
现明显下降，电芯、电池级锂盐价格降幅分别
超过50%、70%。

惊
蛰

公 告
福 州 市 连 坂 污 水 处 理 厂 将 于

2024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17 日减产 。

届时，连坂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

地下排水管道可能有溢流现象，请

周边排水户及过往市民注意安全。

为 尽 量 减 少 暂 停 服 务 工 作 对

市民的影响，我司将争取提前恢复

生产。

敬请谅解

福州创源同方水务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5 日

我国学者发现骨质疏松
会加剧认知功能衰退

据新华社电（记者 陈席元）记者日前从
南京大学获悉，该校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科
研团队发现，骨质疏松会加剧认知功能衰退，
为临床上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
病提供了新思路。

据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医学院
副院长蒋青介绍，此前有研究显示，人体骨
骼除了具有支持、运动的作用，还是一种非典
型的内分泌器官。骨质疏松的老年患者，其
骨骼会释放一种骨硬化蛋白，在患者的血液
和脑脊液当中，骨硬化蛋白的比例均偏高。

骨骼和大脑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顺着
这个方向，团队开展了为期6年多的研究。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医学院郭
保生副教授介绍，小鼠实验显示，老年小鼠骨
细胞分泌的骨硬化蛋白可以突破“血脑屏
障”，抑制中枢神经元的信号传递，损伤神经
元突触的可塑性和完整性，从而导致小鼠认
知功能衰退。

另外，在阿尔茨海默症小鼠模型实验中，
研究人员发现，增加骨硬化蛋白浓度，淀粉样
斑块形成速度加快，患病小鼠的认知功能也
进一步恶化。

“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骨硬化蛋白进入
大脑后，对于健康的老年人，认知功能会受到
损伤；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病情会进一步
加重。”郭保生说。

蒋青表示，团队正计划开展多学科临床
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此次基础研究成果，为预
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探
索新路径。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 成欣 邵艺
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4日表示，随着中国免
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外籍游客来华人数明
显增长。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
将继续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
旅行环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3
月 1日，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数据
显示，当天泰国游客赴华旅游订单同比增长3
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160%。随着外国游
客赴华热情的逐渐高涨，中方将为便利他们
来华提供哪些协助？

毛宁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
容，外籍游客来华人数明显增长。春节期间，
入境游人数达 323万人次，法国、德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
游客增长明显，上述国家春节入境游订单总
量较2019年同期翻番。

毛宁表示，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外交部
推出“三减三免”，即减少签证申请表填报内
容、阶段性调减签证费、简化来华留学审批手
续、免采部分申请人指纹、免签证预约、对法
德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为解决外籍人
员移动支付难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支
付机构提高绑卡效率、简化身份验证安排、提
高移动支付单笔交易限额；北京推动重点商
圈、景点、公园、酒店升级改造外卡受理能力，
建立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境外来宾
支付服务示范区；上海在三星级及以上酒店、
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等场所开通外卡 POS
机。此外，几大电信运营商在主要城市机场
口岸新增多个服务网点，方便外籍人员入境
办理手机号码。

“我们欢迎更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将继
续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旅行环
境。”毛宁说。

外籍游客来华人数明显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