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克拉玛依石油纪念广场，克拉玛依

一号井原址上，大油泡雕塑引得游人纷纷拍

照留念。

1955 年 10 月 29 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

工业油流，宣告发现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

彼时，全国原油年产量不到百万吨，石油消费

基本依靠进口，公共汽车只能背着煤气包作

为燃料。来自克拉玛依的这个好消息，传向

全国，振奋人心。

从“没有草也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到

“遍野是绿树高楼红旗，密密的油井像无边的

红地”，一首《克拉玛依之歌》唱出了这里的变

化。近 70 年来，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其前身为

克拉玛依油田）已累计生产原油超 4.4 亿吨、

天然气超 1000 亿立方米，原油产量连续 22 年

稳产千万吨以上。

扎根戈壁艰苦奋斗
攻克自然环境恶劣、地

质构造复杂等挑战

走进克拉玛依博物馆，一张黑白照片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结冰的井架旁，石油工人的

衣 帽 已 冻 成 冰 甲 ，脸 上 却 挂 着 笑 容 。 那 是

1956 年初春，气温低至零下 30 多摄氏度，克

拉玛依二号井发生井喷事故，工人们奋战三

天三夜成功抢险。

这张照片，是克拉玛依人“安下心、扎下

根、不出油、不死心”的精神写照。从 1960 年

原油产量超 160 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近四

成；到 2002 年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千万吨级

大油田；再到近年来发现玛湖、吉木萨尔两个

10 亿吨级大油区，新疆油田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戈壁滩上建起石油城，保持多年稳产，

谈何容易？

先 看 自 然 环 境 。 克 拉 玛 依 油 田 刚 开 发

时，除了一片戈壁和万里云天，没有树木、没

有水源、没有村庄，用水只能靠骆驼从 70 多公

里外的地方拉运，住宿则是挖个地坑、上面盖

上梭梭柴的“地窝子”。夏季地面高温，5 分钟

就能烤熟鸡蛋，冬季在室外工作不一会儿手

就会冻肿。

再看地质构造。经过亿万年的挤压、拉

张、叠合，新疆油田的地质结构好比手风琴演

奏，油气分布规律和成藏模式复杂多变。“油

藏被断裂带切割得很分散，忽有忽无、忽厚忽

薄，有时在这处打井一天能产三四百吨油，但

1 公里外再打井，就啥也没有。”原新疆油田公

司副总工程师张学鲁介绍。

找油难，采油同样不易。这里有“流不动

的油田”之称的超稠油，黏度高、流动性差，难

以从地下采出；还有“磨刀石”之称的页岩岩

层，孔隙度低、渗透性差，可以说是滴水不进，

钻井需要下到地下几千米，在头发丝直径几

百分之一的缝隙中“榨”出石油。

对此，中国石油的工作者不畏难题、持续

创新。例如，为破解超稠油开采难题，石油工

作者们先是采用蒸汽吞吐技术，将 200 多摄氏

度的高温蒸汽快速注入生产井进行加热，让

稠油软化流动。

“但对单井来说，生产时蒸汽需停止注

入，稠油容易再次凝固，因此只能开采相对低

黏的稠油。”原新疆油田公司企业首席技术专

家张明玉回忆，技术团队又研究了多介质协

同辅助蒸汽吞吐、火驱等热采技术。

2008 年，新疆油田风城油田作业区探索

出双水平井蒸汽辅助重力泄油（SAGD）技术，

为风城油田 3.6 亿吨超稠油开发找到了更好

出路。风城油田作业区地质研究所所长杨果

介绍，这种技术是在油层平行部署一对注汽

井和生产井，将稠油逐渐蒸化流动后，借由重

力下泄采油。借助双水平井 SAGD 技术，稠

油采收率可从 20%提升到 50%至 70%。

“勘探开发出更多油气，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挑战不小，但意义重大。”新疆油田相

关负责人介绍，新疆地区油气资源丰富，油气

生产当量已连续 3 年居全国首位。眼下，新疆

油田正围绕滚动勘探、提质增效等工作持续

发力。

勇于创新降本增效
竞逐新赛道，探索新模

式，推动油气高产稳产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仅要靠“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

更要靠转观念、勇创新的科学务实精神。

——竞逐新赛道，非常规油气增产。

从克拉玛依出发，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来到位于准噶尔盆地东缘的新疆油田吉

庆油田作业区，现场井架矗立，工作人员紧盯

各项参数，为钻头向下挺进“保驾护航”。

作为非常规油气，页岩油是推动国内原

油 增 产 稳 产 的 重 要 接 替 领 域 ，开 采 难 度 不

小。“页岩油储层好比埋在地下 3000 多米的

‘夹心饼干’，我们要在其中找到厚度仅为 1.5
米至 2 米的‘奶油层’。”吉庆油田作业区经理

杜雪彪介绍，项目团队创建了一套“黄金靶体

跟踪”技术，能让钻头平稳穿行于“奶油层”，

资源动用程度由 50%提高至 89%。

今年前 9 月，吉庆油田作业区新开钻 99
口井，钻井进尺累计超 56 万米；页岩油产量达

63 万吨，较去年同期提高 42%，创历史新高。

“我国页岩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开发潜力加

快释放，我们有信心将明年的产量提升至 140
万吨，加快建成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杜雪彪说。

——探索新模式，勘探开发降本增效。

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大，一口钻井动辄耗

费上千万元，探索开发管理新模式，是提质降

本增效的重要举措。

在吉庆油田作业区五号平台，一个个紧

凑排列的小“集装箱”，替代了传统的“磕头

机”进行采油。平台片区长李培斌介绍，这些

“集装箱”采用的是无杆泵采油技术，将相关

设备从地面集成到井下，温度、压力等参数实

时 传 送 ，管 线 长 度 缩 短 超 80%，占 用 土 地 从

500 多亩减少至 37 亩。

“在钻井和压裂环节，我们还引入市场化

竞争模式，生产指标显著提升。”吉庆油田作

业区地质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陈依伟介绍，

通 过 应 用 一 系 列 新 技 术 新 模 式 ，2019 年 至

2023 年，作业区平均完井周期从 91 天缩短至

39 天，单井综合投资从 7000 多万元降至 4200
多万元。

转型升级久久为功
推进数智油田建设，优

化拓展绿色产业布局

新疆油田有 30 多个作业区、几万口油气

井，如何助力油气安全高效供给？在新疆油

田生产指挥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20 多米

长的电子大屏上，各钻井的施工进度、钻压、

转盘转速、出口流量等数据实时显示，如有异

常情况会进行报警，为优化钻机调配、钻井提

速等提供支撑。

“目前 3 万多个油水井、3000 多个注采计

量站已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作业远程控制、故

障按需巡检，油气井物联网覆盖率超过 86%，

生产应急事件下降 30%以上。”新疆油田数智

技术公司副总工程师段非说。

从驻点值守、定时巡检，到少人或无人值

守、按需巡检，从故障依靠人工判断、经验分

析，到自动预警、智能分析，对于数智油田带来

的转变，工作 30 多年的李培斌感触很深：“以

前两个人一台车，无论天气如何，都要每天两

次对油井进行采样巡视，最多能管理二三十口

井；如今点击鼠标就能看到运行情况，1个人能

管理 300多口井，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节能降碳、清洁替代，也是油田转型升级

的主攻方向。来到克拉玛依白碱滩区的光伏

基地，近 50 万块光伏板连绵不绝。新疆油田

新能源项目部副主任罗英逊介绍，光伏基地

每年发出的绿电超过 3 亿千瓦时，其中 2.2 亿

千瓦时接入油田电网自用，替代生产中使用

的化石能源，剩余则接入国家电网。

20 多公里外的采油二厂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CCUS）先导试验区，周边收集来

的二氧化碳注入油井，能够降低原油黏度，提

升石油流动性和采收率，实现变废为宝。

“去年投用以来，试验区的日产油量从

14 吨增加至 65 吨。”新疆油田 CCUS 项目经

理 部 经 理 孙 凯 介 绍 ，目 前 新 疆 油 田 11 个

CCUS 试验区的日注碳量超过 1500 吨。

回到 1955 年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工业油

流的那一夜，本该下班的青年人不舍离去，在

井架不远处烤着火，兴奋地谈着克拉玛依油

田的光明远景。近 70 年过去，在辽阔戈壁上，

钻井向更深、更难处延伸，天山南北将创造更

多奇迹，为祖国发展加“油”争“气”。

图①：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钻井施

工现场。 徐志远摄

图②：1955 年 10 月，克拉玛依一号井喷

出油流。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供图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推动绿色智能转型

戈壁滩上采油气
本报记者 丁怡婷 蒋云龙

日 前 ，9 月 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PMI）发 布 ，数 值 为

49.8%，景气度有所回升，但仍低

于 50%的荣枯线，部分企业生产

经 营 面 临 较 大 压 力 。 不 少 企 业

家 、创 业 者 关 心 ：面 对 有 效 需 求

不足的环境，该如何破局？

识局才能破局。全面客观冷

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我国经济

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

强 、潜 力 大 等 有 利 条 件 并 未 改

变。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

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增

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经济依

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破局有赖布局。面临困难挑

战，不少企业家们“惟日孜孜，无

敢逸豫”，大胆求索、蹚出新路，从

“不足”中寻找机遇，在创新中拓

展空间。

向创新要出路，新赛道里有

新 机 遇 。 从 企 业 发 展 生 命 周 期

来看，经过投入、成长期，进入成

熟期后，只有适时进行“二次或

三次创业”，企业才能延缓衰退，

实 现 持 续 增 长 。 以 智 能 手 机 为

例 ，近 年 来 不 少 厂 商 跳 出“ 红

海”，在折叠屏赛道寻求“蓝海”，

华 为 创 新 推 出 的 三 折 叠 屏 手 机

甚至“一机难求”，成功赢得企业

增长新红利，打开了产业发展新

空间。面对困难挑战，谁能以更

快速度填补市场空白，积极拥抱

新技术、新赛道，不断催生新功

能、新产品，谁就可能更快收获

“风力加持”。

向转型要空间，提品质才能

增价值。新增长点并非都在“风

口”。精准治愈市场痛点，传统行业也能“老树发新芽”。

比如，深耕农产品加工业的新希望集团，及时捕捉到消费

者对产品时效的高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冷链物流提质升

级，推出 24小时鲜奶产品，“当家新品”迅速转化为发展增

量。又如，原本深耕化工制造的传化集团，在发展中发现

行业面临物流效率低、成本高等痛点，传化公路港模式应

运而生，如今平均每天有 7000 多辆货车在港区装卸、中

转，单日货物吞吐量达 4.8 万吨，成为增长亮点。近年来，

一些行业面临饱和局面，过去增投资、扩产能的发展路子

已不适应新要求。谁能紧跟市场动态、转变发展模式，以

品质升级顺应消费升级，谁就可能争取到成长新空间，在

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对企业来说，压力期也是磨刀期、蓄势期。举凡那

些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历经种种挫折和挑战才一

步步成长壮大的，越是行业需求不足的时候，越是企业

凭借创新实力弯道超车的时机。只要广大企业正视困

难、坚定信心，从“不足”中寻找机遇，在创新中拓展空

间，就能实现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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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阳朔县月亮山脚下，一架外形

圆润、线条流畅、颜色白皙的“祥云”AS700 载

人飞艇轻盈腾空，在飞过当地多个景点后稳

稳降落，圆满完成演示飞行。

在 前 不 久 举 办 的 一 场 活 动 上 ，“ 祥 云 ”

AS700 载人飞艇研制单位——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特飞所向广西桂林方舟通用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移交飞艇交付纪念钥匙，并与该公

司和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12 架

购 艇 订 单 。 这 意 味 着 ，国 产 载 人 飞 艇 的 研

制、生产、取证、交付全面贯通，即将开启商

业运营。

“祥云”AS700 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首个

按照适航规章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载人飞艇。此次交付的首架载人飞

艇，今年 8 月从湖北荆门市飞至广西桂林市，

刷新了国产自研载人飞艇领域的最远航程飞

行纪录。该飞艇还开展了 15 天、累计 306 人

次的乘感体验飞行，验证了“祥云”AS700 载

人飞艇的安全性、可靠性，为后续改进提升乘

坐舒适度积累了参考数据。

据介绍，“祥云”AS700 载人飞艇最大航

程 700 千米，最大航时 10 小时，最大设计飞行

时速 100 千米，最大飞行高度 3100 米，一次最

多可搭载 10 人（含 1 名驾驶员）。该飞艇实现

了“三个首次”，即首次实现飞艇主要材料国

产化，完善了载人飞艇供应链体系；首次突破

轻质低成本囊体结构设计，增强了载人飞艇

的市场竞争力；首次实现飞艇推力矢量同步

伺服控制关键技术，提升了载人飞艇对起降

条件的适应性。

未来，“祥云”AS700 载人飞艇将主要应

用于低空观光旅游领域。独有的推力矢量同

步伺服控制技术，可以让飞艇在简易场地实

现短距或垂直起降，提升了飞艇对运营场地

的适应性；宽敞的艇舱布局，将为游客提供沉

浸式体验空间；艇舱两侧设置的超大观景侧

窗，可方便游客俯瞰美景。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飞所有关负责人表

示，“祥云”AS700 载人飞艇研制团队将把低

空观光旅游作为典型示范场景之一，通过先

锋客户试运营，逐步打通载人飞艇商业运行

的各个环节，并探索将应用场景延伸至城市

安保、航空勘探、应急救援等更多领域，进一

步丰富低空经济新业态。

“祥云”AS700 获 12 架订单

国产载人飞艇将开启商业运营
本报记者 邱超奕

我国开源参与者数量居世界前列

本报电 日前，2024 开放原子开源生态大会在北京举

办。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加强开源体系

建设对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

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扎实构建国内开源体系，设立开

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社区培育、行业

推广应用等方面开展系列实践，取得积极成效。目前，我国

开源参与者数量、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开源欧拉社区

汇聚贡献者 2 万余人，用户数量超过 350 万；开源鸿蒙项目

吸引 340 余家生态单位共建，搭载设备数量超过 9 亿台。

（刘温馨）

可持续航空燃料应用试点启动

本报电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民航局宣布启

动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应用试点。据介绍，SAF 是以可

再生资源或废弃物为原料制成的航空燃料，全生命周期

减排效果显著，可与现有航空器和民航基础设施良好兼

容。试点分两阶段实施，围绕供油保障、油品质量监控、

效 果 评 估 、机 制 标 准 建 设 等 关 键 领 域 ，同 步 开 展 研 究 探

索。第一阶段为 2024 年 9 月至 12 月，主要参与单位为国

航、东航、南航及北京大兴机场、成都双流机场、郑州新郑

机场、宁波栎社机场，第二阶段为 2025 年全年，参与单位

将逐步增加。 （孙熙然）本版责编：韩 鑫

①①

②②

《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印发

本报电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

合印发的《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加快构建数

据标准体系，全面指导数据标准化工作开展。到 2026 年底，

要基本建成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围绕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

施、数据管理、数据服务、训练数据集等方面，制修订 30 多

项基础通用国家标准，形成一批标准应用示范案例，建成标

准验证和应用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具备数据管理能力评估、

数据评价、数据服务能力评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绩效评估

等能力的第三方标准化服务机构。 （王云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