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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追梦”—

被称为海上的移动“国家
实验室”

“深钻、深潜、深网，被认为是深海探测

的主要手段。深钻指的就是大洋钻探，通过

钻获地球深部的岩心，解读其蕴含的科学信

息，探索地球深部的奥秘。”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梦想”号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周

昶介绍，“梦想”号入列后的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为全球科学家开展大洋钻探研究提供

重大平台支撑。

究竟什么样的“神兵利器”能实现“打穿

地壳，进入地球深部”的科学梦想？

“几年间，我们去了很多国内油田，走访

多家装备企业，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天然

气水合物试采，到大陆科学钻探……一项一

项，逐步摸清系统原理和设备配置，完成钻采

系统作业能力论证，联合设计单位开发国内

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钻探船型。”“梦

想”号钻采系统负责人冯起赠表示，“梦想”号

的钻采系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冯起赠介绍，“梦想”号能够在数千米水

深的海底实施钻探，进入海底地层获取岩心

样品，实现直接观察、分析测试和科学研究。

在技术创新和设备集成的支撑下，“梦想”号

具备海域 11000 米的钻探能力。

“梦想”号堪称海上的移动“国家实验

室”。船上建有基础地质、古地磁、无机地

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微生物、海洋科学、

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钻探技术等 9 个

实验室，总面积超 3000 平方米，装配各种精

密实验仪器超过 150 台（套）。配置有船载

岩心库和岩心自动传输存储系统，岩心的

运转更为自动化，如同“鱼虾从海里捕捞上

来后直接加工处理，剩下的放冰柜里储藏

保鲜”。

“梦想”号还配有智慧大脑。先进的综

合信息化系统可实时汇聚分析 2 万余个监

测点数据，实现作业全过程智能监测、实验

智 能 协 同 、人 员 健 康 智 能 保 障 、船 岸 智 能

融合。

“想在海上钻探，还要做实验，船舶稳定

性是重要前提因素。‘梦想’号可在 6 级海况

下正常作业、16 级台风下安全生存。”“梦想”

号总设计师张海彬介绍，船只总吨 33000，总

长 179.8 米，型宽 32.8 米，排水量 42600 吨，续

航力 15000 海里，载员 180 人，在不进行补给

的情况下可连续在海上工作 120 天，吃水深

度 9.2 米，满足全球主要海域桥梁通行及码

头停靠条件。

科学“筑梦”—

主要性能指标均优于设计要求

“梦想”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申报立项，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联合中国船舶集团等多家单位完成设

计建造任务。该船于 2020 年 5 月完成初步

设计，2021 年 11 月启动建造，2024 年 10 月完

成综合海试。

“我们采取了‘小吨位、多功能、模块化’

的设计理念，确保科学可持续建设。”张海彬

介绍，借助“模块化”设计理念，多项世界级

技 术 难 题 被 攻 克 ，以“ 小 吨 位 ”实 现“ 多 功

能”，在国际上首次创新集成大洋科学钻探、

深海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等

多种功能。经两轮海试验证，“梦想”号主要

性能指标均优于设计要求，取得多项重大突

破，构建起我国自主的超深水钻探装备设计

建造技术体系。

作 为 一 名 95 后 ，“ 梦 想 ”号 监 造 组 成

员 汪 明 鑫 参 与“ 筑 梦 ”6 年 多 。“ 2017 年 12
月 ，正 式 立 项 ；2019 年 4 月 ，完 成 可 研 报 告

…… 从‘ 大 写 意 ’到‘ 工 笔 画 ’，从 规 划 图

到施工图，从期盼到圆梦……我们团队平

均 年 龄 只 有 35 岁 ，‘ 梦 想 ’号 给 了 我 们 追

梦 的 机 会 和 平 台 。”汪 明 鑫 在 笔 记 本 上 这

样写道。

“‘梦想’号作为首制船，无先例可循，其

建造工程量是现有海工船舶的 10 余倍、科考

船舶的数十倍。11000 米的巨大压力，对设

备、水、电、液、材料都是挑战。”张海彬说。

冯起赠介绍，“梦想”号钻井系统的安装

方案就是“量身定制”的。在钻台搭载前后，

均制定有详细的安装方案，分析出最优的钻

台合龙焊接顺序，每一个环节都精细化落

实，建造团队实现了整个箱式钻台的成功

搭建。

国产高压泥浆泵上船“水土不服”、泥

浆混合设备布置不下，电缆长度从 800 公里

增加到 1200 公里，整整多了一半……项目

团队组建 12 个攻坚小组，啃下一块又一块

硬骨头。150 余家参研参建单位协同攻关，

3000 多名建设者 1100 多个日夜连续奋战，

“ 梦 想 ”号 的 探 索 不 曾 止 步 ，建 造 也 从 未

停歇。

合作“圆梦”—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快
实施科学计划与任务

向海图强的梦想，需要科考利器，这也

是“梦想”号名字的由来。

“梦想”号海试成功并正式入列，标志着

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

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果。在业内人士看来，“圆梦”

还需要包括国内外科学家在内的各方共同努

力，加快研究提出并实施科学计划与任务。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科 学 大 洋 钻 探 在 全

球各大洋钻井数千口，取得的科学成果验

证了板块构造理论，揭示了气候演变的规

律 ，发 现 海 底“ 深 部 生 物 圈 ”和“ 可 燃 冰 ”。

而“打穿莫霍面、进入上地幔”这一梦想还

未曾实现。

“地球就像一个带壳的鸡蛋：‘蛋壳’是地

壳，‘蛋清’是地幔，‘蛋黄’是地核，地壳和地

幔之间的分界面就是莫霍面。”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日祥介绍，打穿莫霍面，对于深入了解地

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物化性质、演化规

律等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在地震预测、矿产资

源勘探等领域发挥出重要的应用价值。

随着“梦想”号正式入列，我国将和美

国、日本和欧洲一样具备自主组织航次的实

力，从而在国际大洋钻探中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孙珍介绍，

目前我国正在发起自己主导的国际大洋钻

探计划，未来将通过“梦想”号自主组织航

次，与欧洲和日本主导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进行合作。

自 然 资 源 部 党 组 书 记 、部 长 王 广 华 表

示，自然资源部将精心运维“梦想”号，切实

提升船舶管理和保障水平，大力加强海洋科

技创新，不断提升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

开发能力。同时，大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拓展国际海洋合作，服务全球科技工作

者探索地球奥秘，为更好地认识海洋、开发

海洋、保护海洋提供良好平台。继续发扬开

拓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

神，将其转化为推进海洋强国和科技强国建

设的不竭动力。

科研人员奋力攻关，自主设计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

“梦想”号，探索地球深部奥秘
本报记者   常   钦   刘涓溪

在“ 梦 想 ”号 研 发 过 程 中 ，研 发 团 队

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以“小吨

位 ”实 现“ 多 功 能 ”。“ 梦 想 ”号 在 设 计 之

初 ，就 面 临 着 功 能 多 但 吨 位 不 能 超 过

33000 的世界级难题，对于没有任何工程

案 例 可 以 参 考 的 研 发 团 队 来 说 挑 战

极大。

考虑到“小吨位”和“多功能”建设需

求 ，研 发 团 队 反 复 研 究 论 证 ，应 用“ 模 块

化”设计理念，采用“钻机主体固定、钻材

堆场切换、移运设施共享”的方法，通过对

船型尺度、水动力性能和总体布置迭代优

化，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同一艘船上搭载四

种钻探模式和三种取心方式，以“小吨位”

实现了“多功能”，兼顾了大洋科学钻探、

深海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

等多种作业功能，实现了综合性能的大幅

提升和运维成本的有效控制。

（作者为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总设

计师，本报记者常钦采访整理）

“小吨位”为何
能有“多功能”

张海彬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
  打造大国重器
R

11 月 17 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

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广东广州正式入列。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发 来 贺 信 ，表 示 热 烈 祝 贺 。

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梦想”号海试成功

并正式入列，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

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

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作为我国深海探测关键技术装备领域

的重大突破，“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承担着深

海资源勘探、大洋科学钻探和深远海科学考

察等多项使命，对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

障、推动深海关键技术攻关、发展海洋新质

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梦想”号建造有多

难？为何以“梦想”命名？未来将会承担哪

些重要任务？近日，本报记者走上“梦想”

号，走近“梦想”号科研团队，一探究竟。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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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科研人员在研

究“梦想”号设计图纸。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供图   
图②：“梦想”号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周昶（前）在动力控制室查看船上情况。

中国地质调查局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图③：“梦想”号进行原地掉头。

中船黄埔文冲有限公司供图   
数据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者杨昊）近日，由共青团

中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第十八届“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职工组全国决赛在辽宁沈阳落下帷幕。本

届大赛以“踔厉奋发启新程   挺膺担当建新功”为主题，设置

职业技能竞赛和创新创效竞赛，在重庆、沈阳两地举办。

职业技能竞赛设置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机床装调维修

工、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5G 网络建设方向）、电工、钳工 5个

职业工种，共产生金奖 26 名、银奖 26 名、铜奖 48 名。创新

创效竞赛设置研发创新、技术革新、管理创新 3 个竞赛方

向，涵盖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能源化工、社会

服务等领域，最终评出金奖 44 项、银奖 86 项、铜奖 124 项。

大赛期间还配套举办了青创先锋分享会、青年技能人才交

流营等活动。

第十八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职工组全国决赛落幕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周飞亚）15 日，中国社

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重点实验室）揭

牌仪式在京举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语

言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

研究院等揭牌。15—16 日，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研讨

会、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建设交流会举行。

据了解，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设 13个

科技考古子实验室、5 个文化遗产保护子实验室和 5 个科技

考古联合实验室。语言学重点实验室下设语音与言语科

学、认知心理语言学、语言资源与智能技术 3 个子实验室。

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致力于培养满学、简帛学、突厥

学、古典学等学科专业后备人才，并联合国内相关高校与科

研单位创立全国冷门绝学科教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揭牌

本版责编：白之羽   刘涓溪   曾亦辰

版式设计：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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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声起，班列开动。

第 10 万列！ 15 日 10 时 20 分，

随着 X8083 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出重

庆团结村中心站，驶向德国杜伊斯

堡，中欧班列跑出全新纪录。

刷新纪录！ 5 月，突破 9 万列；

11 月，突破 10 万列，数据显示，中欧

班列开行万列所需时间由开行之初

的 90 个月缩短为现在的 6 个月。

千年前，络绎不绝的驼铃商队

串起古丝绸之路盛景；如今，呼啸穿

梭的中欧班列铺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图景。

2013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应

运而生。10 余年发展，中欧班列路

网越织越密——

在境内，93 条时速 120 公里图定

中欧班列运行线联通 125 个城市；在

境外，通达欧洲 25个国家 227个城市

以及 11个亚洲国家超过 100个城市。

物流，经济的血脉，畅通经济循

环的重要环节。奔驰不息、联通万

里的中欧班列“钢铁驼队”，促进贸

易联通，助力经贸发展。

每周“去 7 回 6”，双向开行基本

均衡，10 万列班列装载超 1100 万标

箱货物往来亚欧大陆，货值超 4200
亿 美 元 ，货 物 品 类 达 53 大 类 5 万

余种。

每周，一列列搭载着欧洲商品的

中欧班列从荷兰发车，穿越山河，向

东前行，抵达我国口岸。荷兰新丝绸

之路物流公司医疗保健运输销售主

管杰夫·莫莱纳尔斯点赞：“中欧班列

能同时满足企业开拓欧洲和亚洲市

场的需求，带来全新发展机会。”

德国的汽车、波兰的苹果、荷兰

的奶酪、哈萨克斯坦的面粉……越

来越多的班列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市

场红利。 2023 年中波苹果贸易值

同比增长 23.2%。

与此同时，中欧班列让更多电

子产品、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以更快速度、更优

价格到达中亚、欧洲，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

中欧班列彰显开放魅力。

在国内，一批不靠海不沿边的城市，依托中欧班列成为

对外开放新高地。山城重庆，依托中欧班列，外向型产业产

值实现年均 30% 的增长；成都、郑州，成为进出口商品交易

中心、现代化国际物流中心。

在国外，中欧班列催生了许多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

心和产业园区，为当地民众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德国杜伊

斯堡港，因中欧班列的开通吸引了上百家物流企业落户，创

造了 2 万多个就业机会；波兰马拉舍维奇口岸站，因中欧班

列的开行业务量成倍增长，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欧班列开行以来，保持安全

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搭建了沿线

经贸合作新平台，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世

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欧班列映照开放决心。

一趟班列，串联上百个城市、多种铁路运输规则，中欧

班列的开行离不开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不懈努

力。先后成立国内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七国铁路中

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中国有力推动国际铁路运输规则

“软联通”；海关、铁路部门积极协作，研发投用 95306 数字

口岸系统，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便利化水平……稳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欧班列提升了

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水平。

铺画“每日一班”跨里海中欧班列图定线路，扩大全程

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推动中欧班列、中老铁路密切合

作……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仍在不断升级，助推高水平对

外开放走深走实。

跨越山海，追风赶月。中欧班列一路前行，跑出互利共

赢“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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