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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有望打破
现有船用动力系统格局

□ 陈子薇 任耀庭

大年初六，工人们在南海

“奋进号”钻井平台上忙碌着，

早上6点起床，晚上6点换夜班

的同事上岗，这样有规律的生

活每一天重复上演，春节期间

也不例外。

大年三十，平台上过年的

气氛热烈，包饺子、贴春联、组

织联欢会……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后，海上石油人吃着自己包

的饺子，欣赏着同事即兴表演

的节目，拍照分享给远在陆地

的家人和朋友。

“因为工作忙，大家没有时

间排练节目，都是凑齐人、临时

上。我们上白班的下班后在餐

厅开联欢会，夜班的同事还在

继续工作。”平台上的钻井监督

夏茜说。

夏茜是国内海上平台屈指可

数的女性钻井监督之一，30岁

的她在海上工作6年了。夏茜

的丈夫在另一个平台工作，今年

过年两个人都没有回家。

“凌晨1点我用平台上的座

机拨给他，他上夜班，那会儿可

以稍微休息一下。”夏茜告诉新

华社记者，在海上，手机没有信

号，无线网络不稳定，无法视频

通话。

“在平台上既开心，也想

家。”这不只是夏茜的想法，也

是海上每个石油人的心声。春

节期间，为防止座机占线，每个

人有15分钟的通话时间，打完

就轮下一个。

一根电话线连接着两个世

界，陆地上的人看着春晚，其乐

融融；平台上一群穿着蓝、红色

工衣，戴着安全帽的人，不分昼

夜，有序作业，保障陆地的油气

供应。

“奋进号”钻井平台总监

吴艳辉表示：“自2019年12月

‘奋进号’项目组开始在我国陵

水海域开展钻井作业，截至目

前，陵水17-2气田的11口井

的钻井作业已结束。”

“钻完井工作是给海下的

油气打造出口，让油气能够

从海下管道输送到海面上的

生 产 平 台 ，再 送 给 千 家 万

户。”陵水 17-2 项目组深水

钻完井项目副经理蒋东雷解

释说。

陵水17-2气田距海南岛

150公里，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

立方米，是我国首个自营大型

深水气田。该气田每年为粤港

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

可以满足大湾区1/4的民生用

气需求。

吴艳辉在之前连续两年

在平台上过年，去年他的出海

在船天数达 195 天。今年轮

到他回家，但是在家休息刚满

一周的他，2月17日又出发去

三亚倒班了，他从三亚乘直升

机去海上平台换上面的同事

回家休息。

海上油气生产永不停歇，

总有人在一线站岗，无论大年

三十，还是正月十五，为了国家

能源供应，他们坚守在岗。

春节期间，平台上的石油

人给家里录制了拜年视频。在

办公桌前，在平台甲板上，他们

笑着说：“新年好！”

海上钻井平台
石油人的春节

□ 李云平

春节，内蒙古白音华露天

煤矿虽然仍是寒风习习、白雪

茫茫，但却呈现出车辆穿梭、机

器轰鸣的热火朝天景象。大年

初一上班时，三号矿坑检修班

班长李会友在向同事们进行节

日问候、安排安检事项后，按部

就班投入到故障排查工作中。

李会友表示，受低温天气

影响，煤炭传输胶带的油路、电

器元件等部位容易出现小故

障。“为确保煤炭稳定生产，春

节期间我们坚守岗位，加大设

备巡检力度，发现问题后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保障煤炭运输

效率。”

白音华露天煤矿隶属于国

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年产量达

3100万吨，是我国东北地区重

要煤炭生产基地。李会友班组

负责检修的煤炭传输系统每小

时可稳定运输煤炭约2000吨，

生产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利用每一次生产的休息间

隙，李会友和同事们都会对地脚

螺丝、油缸、闸板等部位进行逐

项检查，有效排除故障隐患。“我

们检修工作实行全年、全天候工

作制。今年春节，为防控疫情、

保障生产，我们就地过年、轮岗

上班，为保障煤炭供应贡献自己

的力量。”李会友说。

与李会友一样，煤炭外运

装车站司机张素丽坚守岗位过

春节。在车站现场，张素丽利

用快速定量装车系统装车，有

效实现不间断连续装车，100

多节车厢陆续装满煤炭、整装

待发。“我们采用先进技术向火

车车厢装载煤炭，每天装煤量

可达5万吨，保障煤炭及时外

运。”张素丽说。

张素丽表示，她自参加工

作以来已连续多年在工作中过

春节，特别是今年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她和工友们继续留在

煤矿过年，全力保障煤炭供应

的“最后一公里”。

据白音华煤业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郭苏煜介绍，露天煤

矿地处偏远，大部分职工来自

外地。今年春节，为响应“非必

要不返乡”的倡议，该公司

1800多名职工选择就地过年、

在岗坚守，另外有400多人选

择在当地休假，随时准备返岗

工作。

据了解，春节期间，国家电

投内蒙古公司下属的白音华、

霍林河等5个煤炭生产基地有

3000多人坚守在工作一线，每

天可产原煤26万吨、外运20万

吨，最大限度满足我国东北地

区煤炭需求。霍林河南露天煤

矿采煤司机任彦武说：“现在正

是煤炭需求高峰，我和工友们

坚守在采煤一线，用我们的劳

动向社会贡献光和热。”

□ 刘 菁 徐海涛 陈 诺

太 阳 的 核 心 温 度 高 达

1500万摄氏度，为了在地球上

造出“人造太阳”，我国科学家

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

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

极端环境“熔于一炉”。日前，

新华社记者走近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有“人造太阳”之

称的大科学装置“内核”，从多

项尖端科技的突破中感受我国

创新的勃勃脉动。

太阳是地球最大的能量来

源，它的表面温度约6000摄氏

度，内核温度约 1500 万摄氏

度，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

每秒散发出相当于1亿亿吨煤

炭燃烧产生的能量。

“太阳为什么能产生这么

大的能量？因为它的内部持

续不断地在发生核聚变反应。”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王腾博

士说，如果想要在地球上实现

可控核聚变反应，造出“人造

太阳”，需要实现1亿摄氏度的

等离子体、1000秒的连续运行

时间和 1 兆安的等离子体电

流，这些都是难度巨大的科技

挑战。

高11米、直径8米、重400多

吨，站在有“人造太阳”之称的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EAST）面前，记者产生了深

深的好奇：这里曾实现了1亿

摄氏度的20秒等离子体运行，

是如何做到的呢？

“EAST 像一个圆环形的

‘大罐子’，在它的内部，集成了

‘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

‘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极端

环境。”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所长宋云涛说，能将这些尖端

技术“熔于一炉”，充分体现了一

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

为了实现 1 亿摄氏度高

温，科学家使用了多种加热手

段，其中一种就是微波加热。

“家用微波炉的功率是500瓦

左右，而EAST用了4种大功

率加热系统，总功率34兆瓦，

相当于家用微波炉的数万倍。”

王腾说，不仅如此，地球上最耐

热的材料也只能承受几千摄氏

度，为了承载上亿摄氏度的高

温等离子体，科学家用磁场做

成“笼子”，而EAST内部的磁

场强度达到地球磁场强度约

7万倍。

为了达到强磁场，“人造太

阳”还需要超过 12,000 安培

的超大电流，而承载大电流

的线圈工作在零下269摄氏度

的超低温度，就在距离1亿摄

氏度高温约1米远的地方，那

就需要实现地表大气压约一千

亿分之一强度的“超高真空”以

“隔热”。

这些极端环境，让“人造太

阳”成为一个“超难”的集合体。

“让1亿摄氏度超高温和

零下269摄氏度超低温近距离

共存，这是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

情，可以说困难无处不在、天天

遇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

介绍，他与团队在研究“人造太

阳”的20年里，至少遇到5万次

失败的实验。

“但幸福真的是一点点

干出来的！”李建刚说，一年

365 天，科研人员几乎天天泡

在实验室，从几百万摄氏度到

上千万摄氏度，从3000万摄氏

度、5000万摄氏度到上亿摄氏

度，他们独立发展出60多项关

键技术，创造出一系列引领国

际的技术参数，让EAST大科

学装置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自立自

强、勇攀高峰的精神内核，支撑

起中国“人造太阳”的强大内核。

据了解，若要“人造太阳”

产生的能源能为人类所用，稳

态长脉冲等离子持续放电的时

间要达到1000秒以上。“我们

的梦想是，点亮世界上第一盏

核聚变发电的灯。”展望新的一

年，宋云涛说，“攀登高峰，唯有

奋斗！”

□ 解 放

前不久，我国第一艘燃料

电池游艇“蠡湖”号完成试

航。这标志着我国燃料电池

在船舶动力上的实船应用迈

出关键一步。

与传统船舶动力装置不

同，燃料电池是一种未经燃烧

就能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

装置，属于21世纪继水力发

电、热能发电和原子能发电之

后的第四种发电技术。

提及燃料电池的诞生和发

展，还得追溯到1839年。当

时，英国物理学家威廉·葛洛夫

发明了燃料电池，并用它点亮

了伦敦讲演厅的照明灯。后

来，由于受材料、资金、市场等

多方面因素限制，对燃料电池

的研究和开发几经反复，直到

20世纪才得到发展。

早期燃料电池发展，焦点

集中在军事空间等专业应用

及千瓦级以上分散式发电

上。但随着技术进步，它用途

更加广泛，既可应用于军事、

空间、发电厂领域，也可应用

于船舶、机动车、移动设备和

居民家庭等领域。

近年来，我国船舶产业不

断发展进步，各项研究也不

断深入，传统船舶动力装置

如柴油机和燃气轮机，都存

在能效转换率低、环境污染

重、燃料单一等缺陷。多年

来，科学家们始终致力寻找

既有较高能源利用效率、又

不污染环境的能源利用方

式，而燃料电池正是比较理

想的选择。

——高效率。燃料电池

将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

电能，因此不会产生大量废气

与废热，可避免中间转换能量

的损失，转化效率超过 50%

（传统柴油机或燃气轮机的转

化效率一般在25%～40%），

高效率即意味着高经济性。

——低排放。燃料电池以

天然气等富氢气体为燃料时，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传统热机

减少40%以上，这对缓解地球

温室效应十分重要。另外，燃

料电池使用中只进行电化学

反应，没有高温燃烧过程，因

此几乎不排放氮和硫的氧化

物，减轻了对大气的污染。

——燃料多样化。对于

燃料电池而言，只要含有氢原

子的物质都可作为燃料，例如

天然气、石油、沼气、酒精等。

为此，燃料电池非常符合能源

多样化需求，既能减少对石油

产品的依赖，也可减缓主流能

源的耗竭。

此外，燃料电池还具有噪

声小、可靠性高、操作方便、易于

建设等优点，备受人们青睐。

不过，在民用船舶领域，

燃料电池目前尚不具备大规

模应用的条件，主要是受其成

本、安全、寿命等多种因素影

响。同时，燃料电池燃料供应

与提取、安全性、响应时间也

需进一步改进。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

以及国际公约法规对船舶排

放要求的日益严格，燃料电

池将有可能打破现有船用动

力系统格局。”相关研究人员

表示，燃料电池船舶在不久

的将来能否“唱主角”，还需

拭目以待。

本报讯 近日，位于新疆

塔里木盆地的中国石油塔里

木油田喜获油气“大礼”：重点

预探井——满深3井在8000

米以深超深层获高产工业油气

流，日产油1610立方米、天然

气 52.5 万立方米，油气当量

1690吨，创塔里木盆地沙漠地

区单井日产量最高纪录。

据塔里木油田介绍，满深

3 井位于新疆沙雅县境内，

2020年6月30日开钻，今年1月

10日完钻，井深8010米。包括

这口井，以及此前在满深1井、

哈得32井的大发现，证实塔里

木盆地富满区块7500米以深的

碳酸盐岩发育着良好的油气储

层，夯实了富满区块“十四五”

时期建成年产油气当量500万

吨生产能力的资源基础。

满深3井所在的富满油田

是塔里木油田原油上产的主力

区块和最现实的增储上产阵

地，去年以来，这一区域已打成

25口百吨油井，建成年产油气

当量150万吨的生产能力。

塔里木盆地被认为是世

界油气勘探难度最大的地区

之一，塔里木油田在这里建成

了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

基地。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有 10 口

8000米超深井正在钻进。

2020年，塔里木油田油气

产量当量3080万吨，全面建成

3000万吨大油气田和300亿

立方米大气区，一举成为我国

第三大油气田,成为我国油气

增储上产重要战略接替区。

根据规划，塔里木油田将力争

2025年油气产量突破4000万

吨、2035年达到5000万吨，全

面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

油气田。 （顾 煜）

因 为 有 你 更“ 煤 ”好

塔里木盆地新春获油气“大礼”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新锁

报道 近日，山西省政府牵手

华为等机构成立“智能矿山创

新实验室”，借此推动能源大省

山西煤矿开采走进智能时代。

近日，华为创始人、CEO

任正非在山西太原出席“智能

矿山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任正非表

示，华为不会拓宽业务领域，

主要是拓宽电子系统、软件计

算系统在不同行业的运用。

华为能帮助煤炭行业实现“少

人、无人、安全、高效”。

任正非说，华为希望通过

结合ICT技术与煤炭技术，帮

助煤炭行业进行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让煤矿工人可以“穿

西装打领带”工作。

2020年，上述技术在中国

煤矿、钢厂和港口得到推广。

任正非说，“未来2年~3年，我

们希望‘点亮’千百个煤矿、钢

厂、港口。”

智能矿山创新实验室由

山西省政府和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等单位联合成立，旨在利

用工业无线控制网络、工业

光环网、云计算等 ICT技术，

帮助中国煤矿实现减人增效、

安全生产等目标，并为全球矿

业智能化发展探索方向。

山西牵手华为走进“智能煤矿时代”

揭秘“人造太阳”的“超强”内核

上图：2月12日，史吉辉在位于南海北部的“勘探三号”海上钻井平台上指挥作业。39岁的史吉辉

是中国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勘探三号”海上钻井平台经理。目前，该平台正在南海北部进行

海洋油气资源钻探作业。今年春节，史吉辉在该平台工作岗位上坚守，无法与远在上海的妻儿团

聚。这也是他第8次在钻井平台上过年。史吉辉非常感谢妻子和儿子多年来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并

祝愿他们在牛年健康开心。 新华社发

下图：2月11日，神东煤炭集团大柳塔煤矿综采一队员工在检修采煤机。

新华社发（王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