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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

京 8月 24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

的优秀领导人，

中国民主同盟

第八届、九届中

央委员会副主

席，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俞

泽猷同志，因病

于 2023 年 8 月

18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1岁。

俞泽猷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

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俞 泽 猷 ，河 北 怀 安 人 ，1932 年 11 月 出

生。1952 年至 1957 年先后在清华大学机械

系 、北 京 石 油 学 院 炼 制 系 学 习 。 1957 年 至

1987 年历任丹东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丹东化

学纤维厂）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副科长、科

研所所长、设计院院长、基建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

程师、副厂长、厂长、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1987年

至 1997 年历任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副秘书长、秘

书长。1997年至 2003年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

俞泽猷同志 1981年 1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

届、七届中央常委，第七届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副主席兼

秘书长、第九届中央副主席。是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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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原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党组书

记王金城同志（副部

级），因 病 于 2023 年

7 月 23 日 在 北 京 逝

世，享年 86 岁。

王金城同志逝世

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王金城，1936 年

7 月 生 于 山 东 宁 津 。

1962 年 10 月 参 加 工

作 ，1973 年 9 月 加 入

中国共产党。1962年
10月至 1985 年 4 月先

后任四川 780 厂技术

员、车间副主任、副厂

长、厂长。1985年 4月至 1991年

4 月先后任四川省绵阳市委常

委、市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市

长。1991年 4月至 2001年 11月

先后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电子工业部

军工总监、党组成员（副部级），中

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组书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王金城是政协第九届、十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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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

都 7 月 26 日

电 四 川 省

人大常委会原

主 任 、党 组 书

记何郝炬同志

因病于 2023年

1 月 20 日在成

都 逝 世 ，享 年

100 岁。

何 郝 炬

同 志 逝 世 后 ，

中央有关领导

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慰问。

何 郝 炬 ，1922 年 5 月 生 ，四 川 成 都 人 。

1938 年 1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3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8 年 5 月起先后任山西夏县中

心县委青委书记，中央北方局冀鲁边巡视团

巡视员，渤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豫皖苏

边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豫皖苏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

处主任等。 1949 年 5 月起先后任南京市委研究室科

长，长江航务局副局长兼重庆分局局长，西南行政委员

会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

等。1958 年 5 月起先后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

主任，建工部西南指挥部指挥长，建工部副部长，四川

省计委主任等。1977 年 11 月至 1993 年 2 月先后任四

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副省

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4 年 11 月离休。

何郝炬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届、七届、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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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4 日

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

兼 警 卫 局 局 长 、中 央 军 委

联 合 参 谋 部 警 卫 局 原 中 将

局 长 兼 中 央 警 卫 团 团 长 王

少 军 同 志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

于 4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67 岁。

王少军是河北省清河县人，1969 年

入伍，197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

涯中，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教研室主

任、科长、大队长、参谋长、副团长、常务

副团长、副军职警卫秘书、常务副局长等

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作出了贡献。

王少军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他

2016 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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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

京 8 月 22 日

电 原中国财

贸工会全国委

员 会 主 席 、分

党组书记安力

夫 同 志（享 受

部长级待遇），

因病于 2023年

7 月 27 日在北

京 逝 世 ，享 年

106 岁。

安力夫同

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

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安 力 夫 ，1917 年 8 月 生 于 山 西 平 遥 。

1934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

作。1934 年 7 月至 1946 年 4 月先后任山西省

平遥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山西牺牲救国同盟

会临县中心区工作团团长、临县战地动员委

员会主任、晋西北青年联合会主席、山西省青年联合会

筹委会负责人、山西省左权县青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

局工作队队员。1946 年 4 月至 1950 年 1 月先后任河南

省焦作市委书记，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兼安阳县委

副书记，天津市二区区委书记、市搬运工会主任。1950年

1 月至 1966 年 2 月先后任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主

席、分党组书记，中国公路运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分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9年 10月

至 1982 年 12 月任中国财贸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分党

组书记。1982 年 12 月离休。

安力夫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

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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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沙雅县。八月的塔克拉玛干，热浪滚

滚、黄沙漫漫。不时可见的梭梭、红柳，倔强地钻

出地面，与风沙展开顽强的较量。

一望无边的沙海之中，路在蜿蜒，车在颠簸，

草方格努力缚住连绵的沙丘。极目望去，架在空

中的电线纵横向远方。路旁不时闪过的钻井、站

房，标注着地下输油气管网延伸的轨迹。

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探地深度不断刷

新；“深地一号”工程工地，油气勘探夜以继日。

这片曾经寥无人烟的沙海，如今正澎湃着能

源汩汩流动的脉搏。

奋战——

垂直深度超 8000 米的
深井已有 100多口

在石子路上颠簸了许久，远远的，看到地平

线上一座红白相间的巨大井架巍然矗立。走近

了，隆隆的钻机声震耳欲聋。在中国石油深地塔

科 1 井现场，钻井、固井、测井……身着红色工服

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正在酣战。

井架旁边的活动板房里是智慧指挥平台，大

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施工参数、多个实时监控视

频，直观展示着钻井的进度。

“目前，该井已经钻至 5856 米。”中国石油塔

里木油田公司首席技术专家王春生快人快语。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钻井作业的中枢——司

钻房。司钻正手握刹把，凝视着面前的多块大屏

幕，全神贯注进行操作，钻杆在数千米的地下转

动掘进……

与此同时，一片顽强生长的胡杨林边，中国

石 化“ 深 地 一 号 ”跃 进 3—3XC 井 正 向 着 地 下

9000 米挺进。

“ 这 片 井 场 有 3 口 井 ，其 中 两 口 已 经 投 入

生 产 ，正 在 施 工 作 业 的 就 是 跃 进 3— 3XC 井 。”

中 国 石 化 西 北 油 田 分 公 司 代 表 张 煜 介 绍 ，这

口 井 设 计 井 深 达 到 9472 米 ，截 至 8 月 21 日 ，已

掘进到 8273 米。

在塔里木盆地，由于油气大多蕴藏在深度

6000 米以下，像这样向地球深处挺进的钻井还有

很多。据统计，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超过 6000 米

的深井数量已达 1700 多口，占全国 80%以上，其

中超 8000 米的深井已成功钻探超 100 口；中国石

化在塔里木盆地钻探垂直深度超过 8000 米的油

气井已达到 57 口。

作为我国最大的深地油气富集区，塔克拉玛

干的沙海，已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发现和开发了富满、克深、顺北等大型油气田。

通过长期探索，形成了 9000 米钻完井、试油改造、

测井等工程配套技术，培养了一支涵盖油气地

质、地球物理、钻完井、储层改造、测试、测井等方

面超深油气勘探开发的专业化队伍。

攻关——

关键技术装备实现国产化

一深带万难。通常而言，业内将 4500 米到

6000 米的井深定位为深井，6000 米到 9000 米的

井为超深井，超过 9000 米的井为特深井。能够将

井深推进到几千米，有赖于我国工业制造能力的

整体提升。我国设备厂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

发出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实现了从“打不成”

到“打得快、打得准”的跨越。

深地塔科 1 井设计井深 1.11 万米，是我国首

口万米深地科探井，预计钻井周期 457 天，目前仅

用时数十天进尺就已经打了过半，但钻井工程总

进度不过 10%。

“到达一定深度后，每向下一米，难度呈几何

倍数增长。”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经

理段永贤说，“越往深挖，压力越大，温度越高。

高温高压之下，钻杆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软，在

超过万米的深地，要面对的是超 210 摄氏度超高

温、130 兆帕超高压等工况。”

一套钻井设备大致可以分为钻机、钻头和连

接两者的钻杆。

钻机是深井工程的“动力心脏”。深地塔科 1井

采用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 1.2 万米特深井自

动化钻机。这台钻机高达 72 米，相当于 24 层楼

高。中国石油宝石机械有限公司现场服务负责

人张矛胜告诉记者，与普通钻机相比，载重提升

能 力 由 三 四 百 吨 提 高 到 900 吨 ，可 以 同 时 吊 起

150 头成年大象。

钻机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与地下岩层硬碰硬

的，是钻头。在“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场，陈

列了 10 多种钻头。“现在国内深井钻探普遍应用

的都是我们的钻头，相较于进口，成本下降了一

半。”中国石化江汉石油工程第二钻井公司副经

理李锦峰介绍，“蓝色的是牙轮钻头，除了在钻杆

的带动下能够转动外，前面的 3 个牙轮也可以旋

转，能应对各种不同的地层。旁边这种金色的是

PDC（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它附着着非常坚

硬的人工金刚石‘牙齿’，能够一点点啃下硬质岩

层。”

在“又深又黑”的地下，如何准确找到油气？

在工地一角码放的金属杆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这些金属探杆中安装有随钻测控仪器，经过

迭代升级，可适应 200 摄氏度的高温，能够将垂深

8000 米以下钻井信号实时传输至地面，仿佛给钻

头装上眼睛，可以随时调整钻头行进轨迹。”中国

石化西北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钻井研究所

工程师杨卫星介绍。

和常规钻井不同，“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在几千米的地下来了一个大拐弯。由于油气

资源位于塔里木河上游湿地自然保护区下方，钻

井必须在生态保护区域之外先垂直下钻，然后再

进行 3400 多米的水平钻进。“这应用了我们的超

深大位移钻井技术。常规的钻井就像一根吸管

插到底，在这里则像是用一根 L 形的吸管，插到

底部后，再横向延伸。”杨卫星打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

突破——

以技术创新挑战深地极限

特深井钻探是油气工程技术瓶颈最多、挑战

最大的领域，要直面超高温、超高压、地层易垮塌

等极端恶劣情况。而在塔里木盆地，还要面对

“国内仅有，世界少有”的地下岩层组合。经过几

亿年地壳运动，塔里木盆地的地层变得支离破

碎，其构造被地质学家比作“一摞盘子摔碎了，又

被踢了几脚”。

“世界上公认的钻完井 13 项工程难度指标系

数，塔里木盆地有 7 项指标名列第一，其他指标也

均在前列，综合难度全球罕见。在这里进行深地

勘探是项涉及地质、物探、工程、钻井等多专业多

学科的系统性工程。”王春生表示。

在如此深且复杂的地层寻找油气资源，就好

比站在珠穆朗玛峰顶要看清雅鲁藏布江上的游

船，怎样才能知道地下哪个位置埋藏着油气资

源呢？

近年来，依托重大科技专项，我国在地质理

论与工程技术两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初步

形成了深层—超深层成烃—成储—成藏油气地

质理论，奠定了万米深层油气资源开采的基础。

同时，依靠世界领先的三维物探技术，科研人员

可以“看清”井位所在的地层结构，相当于为地层

做了一次“CT”，让地下纵横交错的油气脉络更

加清晰。

“纵使有系统的科学支持，但钻井有时就像

‘开盲盒’。”张煜说，“目前我们的探井成功率能

达到 50%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 30%的水平，而开

发井的成功率则达到 100%。”

“对于深地塔科 1 井来说，打万米深井还存在

很多空白领域，许多机理仍然不清，会出现难以

预料的突变。但从理论到技术，再到装备，都有

了长足进步，我们有信心把这口井打快打好。”王

春生表示。

钻头 24 小时不停钻，在深地塔科 1 井的工地

上，一排木盒子里装着一格格岩屑，对应着地层

深度的编号。

除了油气发现，深地塔科 1 井还肩负着科学

探索的任务。这些通往地球深处的钻井，如同一

根根探针，探寻着地层深处的秘密，求解地球内

部结构和演化规律，为地球科学研究进一步提供

重要数据支持，也丰富着我们对于这颗星球的

认知。

图①：深地塔科 1 井钻井工人正辅助自动化

钻机接钻杆。

赵炳春摄（人民视觉）

图②：“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正向着地

下 9000 米挺进。

本报记者 吕 莉摄

塔里木盆地已建成我国最大超深层油气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吴 燕 吕 莉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陆上

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力

度，年钻超深井 200 口以上，不断刷新亚洲超深

井井深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埋深大于 4500 米

的油气田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

全国乃至全球新增油气的储量主要来源于

深层。我国埋深大于 4500 米的油气资源量占全

国油气资源总量的 1/3 以上，深地探测的重大突

破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高端制造、先进

材料和核心软件等。

深层和超深层成为我国油气勘探的主阵地，

是否意味着浅层的油气量不够？深层和超深层

的油气勘探对保障能源安全意味着什么？

历经多年勘探开发，浅层油气剩余资源量有

限，不足以支撑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

此，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支撑石油化工

工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往深层走，把深层的油气

资源探明、生产出来，非常有必要。

深地勘探可以提高国家能源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促进国内工业稳定发展，减少进口依赖。

有了深地资源的强力支撑，我们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供应就有了底气。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主阵地
郭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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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
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
大者”。深层、超深层已成为我
国油气勘探的主阵地，油气资源
量 占 全 国 油 气 资 源 总 量 的
34%。其中，塔里木盆地是我国
陆上油气增储上产潜力最大的
盆地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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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塔里
木盆地勘探开发全面进入超深
层，已建成我国最大超深层油气
生产基地。

核心阅读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鼓励，是我们勇攀高峰

的动力。”团队负责人杨永超说，我们将不断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攻关

研制高稳定、高可靠、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传感器产品，助力打造更多国之重器，为我

国航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基础科研和理论研究是支撑航空发动机

研制的关键。从教 20 余年，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徐惊雷一直投身国家

急需的航空航天发动机排气系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努力攻克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

航空发动机的科研和教学指明了方向。我

们要把这份嘱托、期望转化为加快航空发动

机自主研制步伐的不竭动力，努力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取得更多突破，培养出更多具有家

国情怀、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徐

惊雷说。

航空制造由于材料复杂、零部件多，对技

能人员要求非常高。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80 后”首席技能专家方文

墨带领团队不断追求国产航空器零部件加工

水平的提升。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回 信 是 对 我 们 全 体

航空人的殷切期望。”方文墨说，“新征程上，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苦练技能本

领，用匠心铸造国之重器。”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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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共信用评价异地互认，一个评价

结果可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被认可；推出

“E 企融”信易贷服务平台，实现跨域授信，三

地企业可跨省份申请贷款，解决融资难；率先

突破，两省一市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继续教

育学时在示范区内实现互认……市场化推

动，不少跨区域的“结”被解开。

治理一盘棋

一体化发展，让老百姓得实惠，才有不竭

动力之源。

“ 操 作 很 简 单 ，入 院 时 点 击 授 权 、绑 定

信 息，住院全程就不需要再办理缴费，结算

时手机支付一次搞定。”吴江区居民邱芸说。

今年 3 月，示范区首批试点“信用跨区域”的

医疗场景，在青浦、吴江、嘉善的试点医院，

居 民 凭 自 己 的 授 信 额 度 ，就 可“先 诊 治 ，后

缴费”。

在此之前，示范区 246 万参保居民，在青

浦、吴江、嘉善三地跨省份就医，就已实现直

接刷卡结算，无需办理备案。

便捷背后，是数据的畅流、运算的打通，

这是更不易看到的“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

与沪苏浙两省一市大数据管理机构签订公共

数据“无差别”共享合作协议，为跨省份数据

共享搭建起制度保障。

今年 1 月，示范区智慧大脑上线。依托

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智慧大脑已

打通沪苏浙两省一市 18 条数据链路，汇聚了

242 项数据资源，有力支撑社保、医保、公积

金异地使用等区域一体化应用场景。

如今，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的所有办

事大厅、民生窗口，涉及的 3877 个事项全部

可以跨域通办；涉三级八方的 62 个水质自动

站、37 个重点水质断面、4 个饮用水源地，8 个

省级以上大气监测站及生态监测调查等六大

类数据全部纳入线上，监测分析各方可见，联

保共治各司其职；三地 43 项共 3200 多万条公

共信用数据已在同一平台归集……

制度创新充分联动、衔接配套，一体化效

能彰显。成立至今，示范区已形成 112 项具

有开创性的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38 项

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7.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0.9%。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在全国的显示度正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