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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18 岁的龚斌错过了自己

的高考第一志愿，“意外”就读石油工

程专业，从此与石油结缘。

20 多年来，从求学到教学，从美国

斯坦福大学到北京大学工学院，龚斌

一 直 从 事 相 关 领 域 的 软 件 研 发 。 如

今，他一边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的特聘教授，一边带领团队完成相关

软件和技术的产品化。

“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的重大需

求紧密结合，同时能够应用于实际当

中、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是我一直努力

的方向。”秉持着这样的信念，龚斌带

领科研团队努力探索，在石油勘探开

发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做就要做国家最
需要的技术”

去年 6 月，在黑龙江省科技厅组织

实施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揭榜挂帅”

中，龚斌团队成功“揭”下“古龙页岩油

气藏多场耦合数学模型建立及模拟器

研制”项目。

我国油气储量和产量的接替大部

分来自致密油气、页岩油气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龚斌团队牵头完成的“非

常规油气藏数值模拟关键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项目成果，被中国石油和化工

自动化应用协会评为 2018 年度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过硬的科研和技术实力的背后，

是龚斌和团队成员们的不懈坚持和努

力。精确的油藏数字化模型以及高效

的油藏仿真模拟，能够以极低的成本

描述油气的富集状态、预测油藏的开

发动态，并由此制定最优的开发方案，

能有效提高油气开采效率。通过将人

工智能算法与油气藏仿真模拟计算相

结合，在地质—油藏—工程大数据驱

动下，回答地下油气资源“长什么样”

“会变成什么样”“该怎么开发”等问

题。通过高精度、快速的仿真模拟，能

极大降低开发试错成本、精准把握未

来收益。

“我们一直致力于智能油藏软件

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建立起了一

套将仿真模拟与大数据相融合的核心

技术体系，在多个项目上进行了实践，

被 广 泛 证 明 具 备 解 决 复 杂 难 题 的 能

力。”龚斌说。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事关国

家能源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多年来我

们国内石油行业的核心软件基本依靠

从国外引进。这些软件大部分价格昂

贵，但由于国内缺乏同类的软件产品，

我们不得不高价购买。”龚斌说，这样

的局面令广大的石油技术工作者感到

痛心。“为什么不去研制和发展我们自

己的技术？”抱着这样的初衷，龚斌下

决心搏一搏，“做就要做国家最需要的

技术。”

“科研注定是一场
持久战”

大学期间，龚斌承担的第一份科

研任务是独立编写一套软件程序，用

来计算油气在井筒和地下岩石里如何

耦合流动。从数学物理方程的构建到

计算求解，再到用户界面，全都由他一

个人完成。第一次独立开发专业软件

的 整 个 过 程 对 龚 斌 来 说 是 极 大 的 锻

炼，也打开了他在油气软件领域深耕

的大门。

在国外的学习，为龚斌打开了更

广阔的视野。在高度专注的科研环境

中，龚斌体会到，油藏模拟软件的研发

涉及大量的专业算法和处理细节，技

术门槛和开发难度很高。

龚斌的愿望不仅仅是科研探索，

更希望研发出满足规模化应用的工业

级油藏模拟软件，打破此类软件长期

被国外油服公司垄断的局面。组建产

业化团队、完成软件的产品化，特别是

在市场机制下激发技术和产品不断进

化完善，是国内外的通用做法。在国

家及各地政府鼓励自主研发和“双创”

的大环境下，龚斌创立了特雷西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确保

研发持续投入，为软件产品化奠定坚

实基础。

瞄准能支撑油藏仿真模拟和智能

管理决策的核心软件，龚斌带领团队

做好了准备。“工业级软件产品的研发

会面临很多失败和挫折。当挫败来临

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科研注

定是一场持久战。”龚斌说。

“保持科研成果的
生命力和先进性”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成为油

气行业在当下的紧迫需求，也是能源

行业降本增效、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

之路。

“团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储

备 与 当 下 的 趋 势 相 契 合 。 我 们 在 不

断完善专业算法的同时，一直紧跟人

工 智 能 、计 算 硬 件 和 开 发 架 构 的 进

步，及时调整和采用新的技术架构以

保 持 科 研 成 果 的 生 命 力 和 先 进 性 。”

龚斌说。

最近几年，龚斌和团队成功将模

拟软件从传统的桌面程序改造为云计

算架构下的网络程序，以适应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需求。“我们将最新的人工

智能算法与油藏模拟相结合，研制出

全新的智能油藏技术和软件，并率先

在 国 内 外 多 个 油 气 藏 实 现 有 效 的 应

用，使得生产系统的实时预测和智能

决 策 成 为 可 能 ，极 大 提 高 了 工 作 效

率。”龚斌说，“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科技

创新所带来的力量。”

据了解，龚斌团队在“数据+物理”

新算法框架下研制成功的智能油藏软

件平台，已成为中石油“梦想云”平台

主推的核心自主软件产品。同时，依

托该产品所研发的中海油“白云智能

气田群一体化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

行上线之前的联合调试，即将建成“数

字孪生”级从数据到决策的智能油气

藏管理系统。

在采访中，龚斌不断强调团队的

作用，“我很珍惜这个团队。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才有可能

做出一番事业。”

如今，中国开始依托自主的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走向世界。让更加广阔

的国际市场检验智能油藏软件产品的

先进性，促进产品的不断迭代和升级，

结出自主创新的硕果，是龚斌和团队

的目标，也让他们坚定了创新超越的

决心。

中国地质大学特聘教授龚斌深耕石油勘探开发智能软件技术领域

攻坚，“透视”地下油藏
本报记者 吴月辉

精确的油藏数字
化模型以及高效的油藏
仿真模拟，能够以极低
的成本描述油气的富集
状态、预测油藏的开发
动态，并由此制定更优
化的开发方案，有效提
高油气开采效率。

20多年来，中国地
质大学特聘教授龚斌一
直致力于智能油藏软件
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
用。他带领团队不懈探
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助力石油勘探
开发，将科研创新与国家
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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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任姗

姗）近日，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

十四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

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金鹰奖共

收到近百家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报

送的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

节目、电视动画片 4个类别共 610部参评作

品，参与 20个作品奖及单项奖的角逐。

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增设了

电视节目主持人单项奖评选，增加 1 部优

秀电视剧表彰名额，将“最佳男、女演员”

“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项调整为“最

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本届金

鹰奖将继续秉持大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

的评奖特色，采取由观众、中国视协会员、

评委专家三方共同投票的方式，最终评选

出获奖作品和优秀创作人员。此外，与时

俱进地将网络视听作品与电视作品同台

竞技，不再单独设奖。第十四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计划于金秋十月在湖南长沙

举办，历时 4 天，包括开幕式晚会、金鹰学

术论坛、艺术家下基层活动、电视界职业

道德和行风建设座谈会、闭幕式暨颁奖晚

会等活动。

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启动

走进天津市级非遗项目田

氏船模制作技艺传承人田霞的

家中，一艘艘船模风帆高悬，仿

佛正在扬帆远航……“这是古代

游船，船长 1.35 米、高 1.3 米，花

梨木做的；这是古代官船，船长

1.5 米、高 1.6 米，松木做的……”

田霞如数家珍。

家中阳台，两平方米斗室，

电锯、案板、刨子、锉刀等工具摆

放整齐，这就是田霞的工作间。

精心绘制图纸，用电锯给木材开

料，然后刨料、雕刻、组装、油漆、

打磨……数十道繁琐枯燥又辛

苦 异 常 的 工 序 ，田 霞 却 甘 之 如

饴，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创作的世

界里。

长在海河边的田霞，从小就

喜欢水面上各种各样的船。十

来岁就跟着父亲田恩祥学习田

氏榫卯工艺和镂空雕刻船模制

作 技 艺 。 肯 吃 苦 、善 钻 研 的 田

霞，经过不断地学习、尝试，慢慢

掌握了从前期设计到后期制作

的每一道工序。

“田氏船模自 1867 年传承至今，已经

有 100 多年历史。我的祖上以漕船为业，

冬季船舶休业时就尝试把真船缩小，制作

仿真船模给孩子们当玩具，这是田氏船模

的最初形态。”田霞说，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田氏船模越做越逼真，亭台楼阁等都

能体现，门窗、船帆也能灵动呈现。

传承源于心底的热爱。田霞经常去

博物馆、图书馆搜集与古船相关的图片和

书籍，还根据一些古船图片制作船模。20

多年来，她用各种木材制作的

游船、客船、货船、渔船等达 80
多艘。“一艘半米长、不做开关

门窗的潞河官船，也要花费 1 个

多月的时间。”田霞说，船模要

依照真船的形状、结构，严格按

比例缩小制作，过程相当繁复，

制作程序、方法和材料要与真

船无异，该有的零件一样都不

能少。

时 光 飞 逝 ，一 个 个 船 模 承

载的舟船记忆却延续至今。在

天津市北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一个按照 1∶6 比例缩

微的海河渔船模型放在展厅之

中。“这个海河渔船模型是我和

父亲一起做的。现在已经见不

到这样的海河渔船了，我和父

亲凭着记忆，按照比例复原了

它。”田霞说。

“田霞拒绝了一些商家量产

的提议，在她看来，手工制作技

艺才是古代船模的精髓，才是真

正要传承保护的非遗技术。”北

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

广凤说。

谈 起 船 模 的 未 来 ，50 岁 的 田 霞 说 ：

“趁着还算年轻，我想把古船做成可以复

原的实体模型，留给未来的人，让他们知

道河面上曾留下过它们美丽的身影。”

田霞还经常去高校和中小学讲课，传

授非遗知识，讲解漕运文化，教学生们动手

制作船模……“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是非

遗文化传承的未来。我会尽我所能，毫无

保留地把非遗技艺传承下去。”田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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