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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月30日
【重大工程】：“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时间】：6月25日
【重大工程】：拉林铁路

【时间】：6月28日
【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

【时间】：9月7日
【重大工程】：“深海一号”大气田
【时间】：9月7日
【重大工程】：“深海一号”大气田

在距三亚 150 公里的海面上，东西横向跨度 50 公里的“深海一
号”大气田正在通气。

“深海一号”大气田是中国自主开发的首个 1500 米超深水大气
田，也是中国自主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深
水气田。2014年，中国海油在琼东南盆地成功钻获“深海一号”超深
水大气田。

今年1月24日，“深海一号”日产天然气1000万立方米，提前达
到设计产量峰值，具备了每年产气30亿立方米的能力，标志着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全面掌握超深水气田的生产运维完整技术体系，同时也将
成为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保供的重要保障和南海万亿方大
气区的“桥头堡”。

在开发过程中，项目组创新设计了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
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实现了3项世界首创技术以
及13项国内首创技术，带领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全面进入1500
米超深水时代。“深海一号”大气田生产采用的大量先进技术和设备在
国内属首次应用，在缺少直接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中国海油现场作
业团队持续探索，深入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深度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最终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深水气田的生产处理设备调试方案，为气
田产能持续攀升奠定了基础。

6月25日上午10时，“深海一号”西区投产通气。9月7日，随着
东区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井，中国首个自营1500米深水大气田“深
海一号”实现全面投产。

“‘深海一号’气田的成功达产，验证了我们自主创新设计的总
体开发方案的可靠性，标志着我国在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领域跻身世界
先进行列。”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开发项目总经理尤学刚表示。

【时间】：12月3日
【重大工程】：中老铁路

12月15日，一列由昆明出发载有全棉梭织斜纹染色布、涤
纶布、人造革、拉链等11个集装箱的国际货物列车，缓缓驶离
云南磨憨铁路口岸驶向老挝，标志着经昆明海关所监管验放的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运载货物总值突破1亿元人民币。

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是一条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
老挝万象市的电气化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
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跨国铁路，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于12月3日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打通了东南亚腹地，使中国与老挝、泰国、柬埔

寨等国拥有了便捷陆运新通道。截至12月22日，累计开行货物
列车203列，发送货物5.5万吨，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国内
段累计开行货物列车161列，发送货物总量达2.8万吨；国外段
累计开行货物列车42列，发送货物总量达2.2万吨，特别是自
12 月 3 日昆明站首发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后，山东、浙江、
重庆、长三角等地相继发出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目前共开
行国际货物列车47列，累计发送货物总量达2.5万吨。

中老铁路，还是牵动老挝民心的重大工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说：“中老昆万铁路是老挝‘陆锁国’变‘陆
联国’战略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纽带，是老挝现代化基础设
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极大促进老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老铁路的施工绝非易事。该工程需要“穿三山跨四水”，
即穿越磨盘山、哀牢山、无量山，横跨元江-红河、阿墨江、把
边江、澜沧江-湄公河，地形条件极为复杂。建设者们攻克了一
个个难题，保证了工程顺利推进，使中老铁路成为“中国建
造”的又一张闪亮名片。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
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
家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左右岸分别布
置 8 台单机容量为 10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水轮机
最优效率达到 96.7%，发电机额定效率超过 99%，是世
界效率指标最高的水轮发电机组。

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2台机组投产发电。目
前已投产的6台机组关键运行指标正常平稳，预计2022
年7月前将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目标。

在建规模全球第一、单机容量世界第一、地下洞室
群规模世界第一……白鹤滩水电站肩负多个“世界第
一”。在建设中更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地下洞室总长
217 公里，地下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拦河拱坝高 289
米，相当于100层楼高，为世界第三；最大泄洪量达到每
秒42348立方米，6分钟即可灌满整个西湖，枢纽泄洪功
率世界第三。

作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组，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制，实现了中国
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建
设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

近日，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9号水轮发电
机组转轮顺利完成吊装。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
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全部吊装完成。2022年7月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后，白鹤滩水电站将成为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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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18时32分，中国第二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6号机组反应堆首次达临界顺利完成，标志
着机组正式进入带功率运行状态，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华龙一号”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研发的
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
水堆核电创新成果，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的同时，所
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化，首台套国产化率达到88%，完全具备
批量化建设能力。既是中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
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2015年5月7日，全球首个“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福清开
工建设。6万多台设备、165公里管道、2200公里电缆，上千人的研发
设计团队、近20万人先后参与……今年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
一号”核电机组——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说：“实现百万千瓦级大
型先进压水堆自主化一直是我国核工业人追求的目标，‘华龙一
号’是三代核电人共同的心血，很幸运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把它
变成了现实。”

目前，“华龙一号”不仅在国内落地开工，而且为“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5月19日，“华龙一号”海外首堆
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2号（K-2）机组完成100小时连续
稳定运行验收，各项性能指标达标，正式进入商业运行。这标志
着中国自主三代核电“走出去”第一站顺利建成，中国核电实现
从“跟跑”到“并跑”。

这一年，重大工程建设结硕果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岁末将至，回首这一年，神州大地上，高大的拱坝横跨在金沙江两岸，电气化铁路在雪域
高原上延伸；抬头望月，运载火箭完成了第400次发射，中国人在火星上首次留下印迹；低头
看海，1500米超深水大气田日产天然气1000万立方米……

一项项“上天入海”的重大工程，既是令全球瞩目的“国家大事”，也是行业领域的“关
键突破”，见证了这一年来建设者的汗水和智慧，振奋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底气。

在新一年即将开始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一年来重大工程带来的惊喜，感受国之重器的
累累硕果。

【时间】：5月15日
【重大工程】：天问一号探测器

雪域高原上，一条电气化铁路不断延伸……6 月 25
日，中国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萨至林芝铁路正式开通运
营，“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同步投入运营。

在雪域高原上修铁路，施工难度不言而喻。拉林铁路
90%以上的线路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
布江，全线共有47座隧道、121座桥梁。

拉林铁路林芝接触网作业队队长张新锋说：“这是中国
铁路史上第一次将一条完整的电气化铁路建设在平均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原，在这里工作不但没有可借鉴的施工经
验，还要面对高寒缺氧、地质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等一系
列挑战。”

早上顶着月亮出去，晚上顶着月亮回来，就这样过了6
年，终于把电气化铁路首次修进了青藏高原。不仅让不少
沿线藏族百姓首次体验到了舒适快捷的电气化列车，拉林
铁路电气化建设还带动了电网发展，为沿线百姓提供了生
产生活用电保障。

作为在建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拉林铁路的建成
通车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弥补了既有交通
方式易受高原气候影响的短板，提升了交通运输的稳定性
和通达性，实现了西藏各族群众“坐上动车去拉萨”的梦
想，也标志着“复兴号”列车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

桃花饼、藏香猪肉等土特产被带出高原，来林芝旅游
的人也更多了。运营首月，共发送旅客10.6万人次，日均
约3500人次；开通近半年，累计运送旅客近60万人次。

5月15日，浩瀚宇宙不断传来捷报——
凌晨1时许，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

星进入轨道。
4时许，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进入火星大气，经过约9

分钟的减速、悬停避障和缓冲，成功软着陆于预选着陆区。
两器分离约30分钟后，环绕器进行升轨，返回停泊轨道，为

着陆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
7时18分，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

南部预选着陆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圆满成功！
5 月 22 日，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踏上火星大地进行巡视

探测，开启火星“探险之旅”——天问一号实现了一次任务完成
环绕、着陆、巡视的三大目标，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征程的重
要一步。

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天问一号实现了6个首次：首次实现地
火转移轨道探测器发射，首次实现行星际飞行，首次实现地外行
星软着陆，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表面巡视探测，首次实现4亿公里距
离的测控通信，首次获取第一手的火星科学数据。

在世界航天发展史上，天问一号不仅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
人的印迹，而且首次成功实现了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着
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充分展现了中国航天人的智慧，标志着中国
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不久前，再传捷报：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欧洲航天局 （欧空
局）于11月开展的祝融号火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轨中继
通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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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四川眉山国际铁路港正式开行中老铁路国际
货运列车。 蹇玮杰摄（人民视觉）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第二台机组带核调试。
新华社发

▶6月25日，全长43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的拉林铁路
建成通车，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建成。图为试运行的“复兴
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南市境内。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中老铁路通车 “深海一号”全面投产“深海一号”全面投产 白鹤滩水电站发电白鹤滩水电站发电

“复兴号”开进拉萨 天问一号探火星天问一号探火星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商业运行“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商业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