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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智能导钻先导专项 
欲破解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难题

7 月 18 日，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科
学研究院（筹）/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牵头的中国科学院 A 类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智能导钻技术
装备体系与相关理论研究”（简称“智
能导钻”）正式启动。该专项旨在破解
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面临的重大科
学难题。

当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逐年
提高，现有主力油田后备储量严重不
足，而我国深层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潜
力巨大，占总地质资源量的 52% 和
28%，可成为未来能源突破口。水平井

是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的关键
技术，但水平井开发涉及的核心技术
装备主要由斯伦贝谢、哈里伯顿、贝
克休斯等大型油田服务公司垄断，占
据了全球高端服务市场 90% 左右的份
额，且对我国长期实施技术封锁，不
销售高端产品，只提供“打包式服务”。
由于深部物理化学状态复杂，深层水
平钻井制导能力弱，高温高压环境下
测试数据不完整，钻井周期长、开发
成本高、经济效益差，成为我国深层—
超深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面临的重大
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

智能导钻先导专项从深层石油地
质理论出发，辅以高精度油储刻画，以
精密随钻地质导向系统为手段，通过
新型旋转导向钻井工具，实现深部钻
井智能“巡航”。专项通过理论创新和
技术攻关，揭示深层油气形成赋予机
理，建立深层油气资源分布预测理论 ；
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
导钻系统”，实现“圈得准”“定得准”“打
得准”，形成深层（6000 米）油气资
源开发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智能导钻技术装备体系集石油地
质理论、地球物理探测、勘探开发技术

于一体，集传感、传输、控制、精密制
造等高端技术于一体，反映一个国家的
高端制造水平，是科学技术创新水平的
标志。攻克智能导钻技术装备体系与相
关理论，不仅可以推进我国深层油气和
地热能的开发利用，而且可为未来非常
规油气和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提供核心
技术，同时支撑深部矿产和地下空间开
发，从而破解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难题，
抢占国际能源战略高地，有望使我国油
气产量大幅度提升，对于降低我国油气
对外依存度，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辛文）

M40J高性能碳纤维实现国产

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
二部透露，我国近日建成了百吨级
M40J 高模高强碳纤维生产线，意味
着高性能碳纤维国产化时代正式到
来。

�M40J 高模高强碳纤维复合材
料制品具有轻量化、高比强度、高
比刚度等特点，是研制航天复杂型

号产品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在《国
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
通知》中提出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
器人、海洋工程等 10 个重点发展领
域里，该材料均有广泛应用。然而，
此前该材料一直依赖进口。

作为“国产 M40J 碳纤维工程
化研制及应用”项目的牵头单位，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二部打破了
国外技术壁垒，针对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的研制、试验与分析等关键
技术，进行了国内外技术现状的全
面分析和对比。同时开展顶层设计，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高模高强碳纤维
性能评价、表征方法和工艺标准，
为我国高模高强碳纤维系列化发展
奠定了技术基础。� （高翔）

阿里云全球布局逾200个数据中心 
设马来西亚数字孵化中心

7 月 20 日，阿里云和马来西亚数
字经济公司 MDEC 在吉隆坡宣布，双
方将携手建立面向当地创新创业者的
数字孵化中心（Digital�Hub）。该中
心将为当地数字经济转型提供世界领
先的云计算技术，助力当地科技产业
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云计算服务商在全
球服务本地化方向又进一步。此前，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造访杭州，亲手
将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项目 MSC
证书递交给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推动中国技术引入马来西亚的步伐。
今年 5 月，阿里云宣布将在马来西亚
建立地域节点，在全球布局有 200 多
个“飞天”数据中心的基础上，继续
深入拓展全球市场的本地化。

目前东南亚区域内基于互联网的
新经济蓬勃发展，对于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的新技术需求不断攀升。阿里
云最早于 2015 年在新加坡设立地域节
点，而后计划进一步在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和印度增设地域节点，由此
成为亚洲云计算服务商中资源规模最
大的计算平台之一。

迄今为止，阿里云已经在全球 14
个地域部署了 200 多个数据中心，通
过自主研发的“飞天”操作系统，为
全球数十亿用户提供可靠的计算支持。

近年来，日益成熟的高新技术正
在成为中国新的外交名片。在欧亚大
陆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以
中国技术修建的高铁、大桥、水坝正
在逐渐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而在新
经济时代，以阿里云为代表的科技企
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里云在以欧亚大陆走廊和海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区域为核心

的海外市场获得高速增长，过去一年
业务规模增速超过 400%，同时带动超
过十万家中国企业规模化出海，未来
三年内生态规模有望达到上万亿人民
币。比如在中东地区，阿里云是率先
落地该地的国际化云计算服务商。与
此同时，阿里云节点也为当地的客户
提供本地化服务，目前已有中文、英
文以及日语三个网站，服务全球主要
的经济体。

过去一年，大疆创新、大拿科技、
ofo 等众多中国客户借助阿里云出海开
拓全球市场。云计算为这些出海企业
节省了超百亿的成本。

与此同时，沃达丰、飞利浦、雀巢、
新加坡邮政、香港理工、新加坡最大
直播平台之一 Mozat、香港帝国金融
集团、马来西亚云顶集团等越来越多
海外知名企业开始使用来自中国的“飞
天”技术拓展提升自己的业务。

同时，全球顶级的赛事之一奥运

会也成为阿里云的用户，表现出对阿
里云的产品技术、全球化能力、前沿
科技等方面实力的信任。据了解，阿
里云将为未来六届奥运会提供云计算
技术，其中已经明确奥运会主办地的
包括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2020
年日本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

中国云计算服务商在全球的拓展
也得到了权威调研机构的认可。据媒
体援引国际知名调研机构 Gartner 报
告，2017 年全球云计算 IaaS 魔力象限
中出现了中国云计算服务商，阿里云
跻身全球前四名，排在阿里云前面的
是 AWS、微软和 Google。

分析师认为，阿里云主导着中国
云计算市场，同时在全球建立了更多
的数据中心，“虽然中国的阿里巴巴相
较于国际市场是新鲜人，但与其他强
劲对手相比，仍然处于竞争的有利位
置。”� （辛文）

世界首个
3D打印柔性
心脏诞生

瑞士科研人员近日借助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了全球首个形
状、大小以及功能都与真人心脏
高度相似的柔性心脏。

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尼古
拉斯·科尔斯等人在新一期美国
《人造器官》期刊上报告说，这
种人造心脏使用柔软硅胶材料，
由 3D 打印和失蜡铸造技术制作
而成，重 390 克，容积 679 立方
厘米。

新型人造心脏是一个内部结
构复杂的硅胶整体，包含一个右
心室和一个左心室，有一个额外
腔室将两个心室隔开。这个腔室
起着类似肌肉的功能，能像泵一
样驱动血液进出心脏。

目前常用的人造心脏血泵等
装置虽可泵送血液，但其机械部
件易给使用者带来不良影响。科
尔斯说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
开发一种大小与患者心脏大致相
同的人造心脏，尽可能地模仿人
体心脏的形态和工作方式。”

不过，现在这种人造心脏还
处于测试阶段。由于材料承受
能力有限，它只能持续跳动约
3000 次，即工作 30 至 45 分钟。
科尔斯坦言，材料的拉伸强度和
性能仍需大大提高，现在的产品
还不能植入人体，但可为人造心
脏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 （宗合）

新型智能
装置让爬楼
“减负”

尽管许多人没有关注过自己
身体在上下楼时的运动机制，但
多少都体验过费力爬楼时的那种
绝望。好消息是，乔治亚理工和
艾莫利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了一种让爬楼梯更轻松的装置。
研究人员认为，下楼时浪费的能
量实在可惜，不妨将它收集起来，
并在上楼时提供反馈。从原理上
来讲，这点与汽车回收制动能量，
并在后续给发动机提供辅助加速
非常类似。

研究合著者 Karen�Liu 表示 ：
平常走路时，每只脚后跟消散的
能量都是可以被储存的。而上楼
的时候，人体的效率其实非常高，
大部分能量都被用到了将自身抬
高上。Karen�Liu 意识到，下楼
实在太浪费能量了。人们通常需
要耗费许多精力来防止自己跌倒，
倒不如将下楼时的能量储存起来，
然后在上楼时提供反馈，那将是
一个很棒的主意。

为了回收能量，研究团队打
造了一种弹簧支撑的楼梯，并为
它加装了压力传感器。当下楼的
人们踩上去时，每一级阶梯都会
压缩储能 ；而当传感器检测到有
人从下往上走时，又会将能量反
馈出来。

这么做还有额外的好处 ：机
械结构在缩放时可以减少两个阶
梯之间的距离，从而缓解下楼时
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力以及上楼
时的压力。

据悉，这套系统可以运用到
现有的楼梯上，永久或临时——
后者在急救（接孕妇或伤员）时
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高翔）

我国研制出可移动式中子成像检测仪
7 月 17 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表示，我国首台
可移动式中子成像检测仪日前由该所
研制成功。这种能够在集装箱货车中
运输的中子检测设备，可实现待检对
象的现场或在线检测，未来在我国航
空航天领域重大装备制造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

可用于裂痕探测、材料性能分析
等领域的中子成像检测，由于弥补了
X 射线等其他无损检测方式的不足，
正广泛用于重大装备制造领域。但由
于传统的中子成像检测设备自身体积
较大，难以对大型、超大型装备进行

现场检测。
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

项支持下，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
所龚建研究员率领团队研发的可移动
式中子成像检测仪，由小型加速器中
子源、准直屏蔽系统、样品承载系统、
成像系统、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处理
系统及氚净化处理系统等组成。设备
长 6 米，占地面积 20 平方米，仅一个
房间大小 ；总重 3.5 吨，可以装在一到
两辆集装箱货车中运输。对核心的小
型加速器中子源，研究团队采用整体
小型化和集成化设计思路，对离子源、
高压电源及加速管等关键部件进行了

特殊设计、验证和研制，满足了中子
成像检测对加速器中子源小型化和高
产额的应用需求。

“该仪器的成功研制，带动了高产
额小型加速器设计制造、中子探测技
术，及航空发动机空心涡轮叶片、航
天火工品的检测技术进步，打破了国
外对这种广泛用于核能、航空航天等
高端领域特种检测设备的封锁。”研究
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设备已
在航空发动机空心涡轮叶片残余型芯
检测及航天火工品系列产品质量检测
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辛文）

北京地铁新机场线
首台大直径盾构机下线

近日，北京地铁新机场线首台大直径盾构机成功下线，
设备工号 DZ387，直径 9.1 米，长 116 米，重 1250 吨，功
率 4500 千瓦，由铁建重工、中铁十四局联合研制，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

由十四局集团承建的北京地铁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07 标磁各庄站至草桥站区间盾构段单线长 5960 米，为全
线最长的盾构区段，线路埋深 9.3 米至 26.1 米，主要穿越
地层为粉细砂、卵石圆砾层。

根据单区间掘进距离长，卵石及砂层石英含量高的特
点，在盾构机设计上，铁建重工专门定制了已通过验证的
连续皮带出渣设计，使设备具有更为高效的掘进能力 ；同
时针对性地加强了刀盘、刀具、螺旋机等耐磨性能，使其
更加适应地层，在同等掘进距离下磨损量得到有效降低。

作为北京新机场的重要配套工程，北京地铁新机场线
是连接新机场和主城区的主要交通方式，定位为快速、直达、
高品质的轨道交通线，是服务于北京新机场的重要外围配
套骨干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的重要
线路，预计 2019 年全线通车试运营。� （钟达）

全球首条高温气冷堆燃料
元件生产线实现达产达标

据中核集团透露，全球首条工
业规模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生产线
第 20 万个球形燃料元件于 7 月 17
日成功下线。中核集团董事长、党
组书记王寿君在元件线生产推进会
上表示，这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
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示范工
程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高温
气冷堆元件制造实现了从实验线到
工业规模生产线的直接转化，标志
着我国高温气冷堆元件制造水平已
走在世界前列，对推进高温气冷堆
核电技术商业化和“走出去”具有
重要意义。

王寿君指出，高温气冷堆具有
固有安全性、多用途性以及模块化
建造的特点和优势，尤其适合“一带
一路”中小电网国家，在核电走出
去方面具有多重优势。他强调，要
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高
温气冷堆元件商业化、规模化进程，
为实现核电走出去战略、建成核电
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该生产线具有我国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建成投产。通过该条核燃料元
件生产线的建设、调试、投产、工
业规模转化等，中核北方取得和积
累了四个方面的成果与经验 ：建成
了一条完善的工业化规模的燃料元
件生产线 ；建立了一套独有的技术、
质量、安全和环保体系 ；稳定了生
产工艺，提高了生产线自动化水平 ；
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骨干队伍。

� （宗合）

俄罗斯展示T-50战斗机的
“神经系统”

俄罗斯未来研究基金会在 2017
年莫斯科航展上首次展示了一种机
载“神经系统”，该系统预计将装在
第五代战斗机 T-50 上。

俄罗斯未来研究基金会将其在
生物神经系统工作原理上的研究成
果用来监测飞机结构状态。为了演
示这一系统，该基金会为展会制作
了一个复合材料的第五代战斗机模
型，该模型依靠内置在复材构造里
的光纤传感器网络系统可感知外来
作用力。在外力作用下的所有变形
如机翼受力后的弯曲等都能在显示
器上反映出来，可用来评估缺陷。

飞机装配“神经系统”后可降
低维护和维修费用，依靠地面服务
就能准确的评估飞机的技术状态，
并且可根据实际状态进行维护，而
不是昂贵的例行检查。目前由于没
有准确的诊断系统，往往对飞机进
行定期检查。

总之，该系统能提升连续监测
和评估飞机状态的能力，并能减低
地面维护和维修费用，另外维修和
备件订购的程序也将自动化，因为
结构使用和损坏时间都能准确预知。

� （钟达）

欧洲启动模块化混合电推进系统研究
据外媒报道，欧洲已经启动了一个

研发模块化串联混合电推进系统的项目
“Mahepa”。该项目由轻型电动飞机制造商
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公司领导。

Mahepa 项目（混合电推进模块化架构）
由欧盟资助近 900 万欧元，主要开发混合电

推进系统的模块和部件，计划用于 2020 年
服役的 2 ～ 4 座混合电推进飞机。该项目将
研发两型混合动力系统，第一型为使用内燃
机的混合动力系统，第二型将使用燃料电池
验证零排放远距离飞行。两种型别的共同点
是都配有利用先进功率管理方法优化任务、

航程和排放的动力控制模块。
Mahepa 项目将开发新的动力电子设

备、适于机载的电动机和新一代逆变器技术。
Mahepa 项目是在欧盟 Hypstair 项目之后
启动的，后者对内燃机串联混合电推进系统
进行了地面测试，并正在对德国宇航 HY4 氢
燃料电池飞行器进行测试。

斯 洛 文 尼 亚 蝙 蝠 飞 机 公 司 领 导 了
Hypstair 项目，并将其金牛座 G4 电动飞机
改进为 HY4，该公司正在 Mahepa 项目下同
电驱动专业企业 Compact�Dynamics、HY4
运营商 H2Fly、德国宇航院、乌尔姆大学、
马里博尔大学、米兰理工大学和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开展合作。

Mahepa 项目旨在开发混合电驱动系统
的专有技术，验证系统的性能、效率和排放。
除了在不同的小飞机上通过飞行验证模块化
方法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该项目还将研究
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商用运输类飞机上的应用。
� （王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