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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
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
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火化。

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 5月 9日 22时 6分在北京逝世，享
年90岁。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
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其琛同志”，横幅下方是
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
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前肃
立默哀，向钱其琛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钱其琛同志亲属一一
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钱其琛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
代表也前往送别。

国办印发《实施方案》

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围绕政
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紧迫需要，以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
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为目标，提出了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促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重点
任务和实施路径。

《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统一工程规划、统一标准规范、统一
备案管理、统一审计监督、统一评价体系的“五个统一”总体原则，
有序组织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切实避免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实施方案》要求，按照“内外联动、点面结合、上下协同”的
工作思路，一方面应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立足
当前，聚焦现实问题，重点突破，尽快见效。2017 年 12月底前，
基本完成国务院部门内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清理工作，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一些涉及面宽、
应用广泛、有关联需求的重要政务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2018 年 6月底前，实现国务院各部门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统
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各地区结合实际统筹推进本地
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
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我国首款出口专用型
武装直升机成功首飞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18日电（记者 胡喆 呼涛）18日上午，由
中国航空工业哈飞自主研制的直－19E出口型武装直升机在哈尔
滨成功首飞，这是我国针对国际市场需求打造的首款出口专用型
武装直升机。

直－19E 是具有多机空地信息化协同，连续、快速攻击多
目标能力的外贸型武装直升机，可在全天候、复杂战场环境和
野战保障条件下执行对地攻击、对地火力支援和对空作战等多
种任务。

据悉，由于装备了数字式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直－19E的驾驶
精确性和安全性也较突出，完备的生存力体系则大幅提高其战场
生存能力。与国外同级别武装直升机相比，它具有体积小、灵活度
高等特点，良好的机动性和卓越作战性能使其在国际军贸领域具
有广阔市场前景。

18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出口型武装直升机直－19E在哈尔滨
首飞。 新华社发

南京全球征集和平主题海报
新华社南京5月18日电（记者 蒋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日前启动“2017南京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作品征
集工作，计划面向全球征集作品2000件以上，展出100件。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0周年。“2017南京国际和平海
报双年展”是 2017年国家公祭系列活动之一，由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艺术学院共同策划，主题为“不忘”和

“未来”，以缅怀遇难同胞、传播和平理念。活动以定向和自由征集
两种形式，广邀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日本、韩国等国
内外著名设计师、设计机构和设计专业的师生参与，征集时间至
10月 15日。

据悉，此次双年展还邀请了国际知名设计界专家担任评委。
评委们将于今年 11月完成对 16件获奖作品的评审工作。双年展
今后拟每两年举行一次。

钱其琛同志
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送别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采“冰”——5月18日，
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
采实现连续187个小时的稳定产气。这是我国首次
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是“中国理论”“中国技
术”“中国装备”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中国人民
又攀登上了世界科技的新高峰，将对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开采难度好比“在豆腐上打铁”

和海洋石油、天然气相比，海域可燃冰的开采
就一个字：难。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分布广，但形成年代要
比石油、天然气晚得多，覆盖它的海底地层普遍是
砂质，现有的海底钻井设备开采它就好比在‘豆腐
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大
量砂石涌进管道，造成开采失败。”试采现场指挥
部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调查局“李四光学者”卢
海龙说。

美国等曾进行试采效果都不理想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活跃的国家主要有中
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印度等，各国竞相
投入巨资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竞争异常激
烈。其中，美国、加拿大在陆地上进行过试采，但
效果不理想。日本于 2013年在其南海海槽进行
了海上试采，但因出砂等技术问题失败。2017年
4月日本在同一海域进行第二次试采，第一口试采
井累计产气3.5万立方米，5月 15日再次因出砂问
题而中止产气。

中国科技突破对全球有借鉴价值

“与日本相比，我国海域主要属于粉砂型储层，
这也是占全球90％以上比例的储藏类型。砂细导
致渗透率更差，同时我国的可燃冰水深大、储层埋
层浅，施工难度更大。我们的突破，对于全世界而
言更具有可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卢海龙说。

——攻坚克难，首先依赖于“中国理论”的
建立。陆敬安说，在多年勘探和陆地研究的基础
上，我国在全球率先建立了可燃冰“两期三型”成
矿理论，指导圈定了找矿有利区，精准锁定了试开
采目标；创立可燃冰“三相控制”开采理论，应用于
试开采模拟和实施方案制定，确保了试采过程安
全可控。

——试采的成功，也有赖于“中国技术”的突
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助理、试采现场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谢文卫说，通过这次试采，我国
实现可燃冰全流程试采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形
成了国际领先的新型试采工艺。“我们创新提出了

‘地层流体抽取试采法’，有效解决了储层流体控
制与可燃冰稳定持续分解难题。我们成功研发了
储层改造增产、可燃冰二次生成预防、防砂排砂等
开采测试关键技术，其中很多技术都超出了石油
工业的防砂极限。”他说。

——试采的成功，也来自“中国装备”的支持。
据介绍，这次试用的钻井平台“蓝鲸一号”是我国自
主制造的“大国重器”，也是世界最大、钻井深度最
深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可适用于全球任何深
海作业，在试采过程中，我国科技工作者还开发了
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具并实现成功应用。

可燃冰优势：能量高、储量多、更环保

提起能源，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煤、油、气点燃的
火炬而不会是冷冷的冰块，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
可以将蕴藏在海底的“冰块”点燃成熊熊燃烧的火
焰，让“冰火交融”从梦想变成现实。

从5月10日起，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1200多米
的深海底之下200多米的底层中开采上来，点燃了全
球最大海上钻探平台“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这是
我国首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量占比90％以上、开
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冰成功实现试采。

和人们熟悉的海底石油、海底天然气田相比，
可燃冰要神秘得多。但这种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
低温情况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却是标准的

“高潜力”能源。
它燃烧值高——1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后可释

放出约 0.8 立方米的水和 164立方米的天然气，燃
烧产生的能量明显高于煤炭、石油，燃烧污染却又
比煤、石油小，更加清洁环保。

它资源储量丰富——可燃冰广泛分布于全球大
洋海域，以及陆地冻土层和极地下面。估算其资源
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战略
性替代能源，是世界瞩目的战略资源，对我国能源
安全及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试采现场指挥
部总指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建良说。

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80%在南海

巍然矗立在蔚蓝海面中的“蓝鲸一号”，是个净
重超过 43000吨、37层楼高的庞然大物，今年 2月
刚刚“诞生”，就从烟台起航驶抵南海，投入了这项
试采任务。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分布区，全国
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于 1000亿吨油当量，其
中有近800亿吨在南海。

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组组长陆敬安说，勘探显
示，神狐海域有11个矿体、面积128平方公里，资源
储存量 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 1.5亿吨石油储量，

“成功试采意味着这些储量都有望转化成可利用的
宝贵能源”。

一次点火，一次成功——这一比率即使放到已
经非常成熟的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也堪称
靓丽，而这一成功的背后，是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
在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上的奋起直追。

中国用不到20年完成科技大赶超

和国际上早在上个世纪 60年代就开始勘探、
研究可燃冰相比，我国的可燃冰研究起步要晚到
1998年，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只用了不到 20年就完
成了从空白到赶超的全过程。

回顾这一历程，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邱
海峻用“快马加鞭”“奋发图强”形容可燃冰开采的

“中国速度”。他介绍说，在1998年立项后，1999年
我国就开始了南海和陆地冻土区的可燃冰调查工
作，2007年就在神狐海域钻获可燃冰，这使得我国
成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第四个通过国家级研
发计划在海底钻获可燃冰的国家。

2015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神狐海域准确定位
了两个可燃冰矿体。2016年，地质调查工作人员围
绕试采在神狐海域开展钻探站位 8个，全部发现可
燃冰。今年5月10日 9时 20分，神狐海域可燃冰试
采开始，5小时 32分钟后，试采点火成功。截至 18
日，经试气点火，本次试采已连续产气超过一周，最
高产量3.5万立方米／天，平均日产超1.6万立方米，
累计产气 12万立方米，天然气产量稳定，甲烷含量
最高达99.5％，完成预定目标，试采取得圆满成功。

18日上午，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蓝鲸一
号”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在神狐海域的天然气水合
物试采成功！

5 月 18 日，我国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可燃冰）试采成
功，从理论、技术到工程、装
备全方位完全自主创新，在
全球能源勘查开发领域实现
了由“跟跑”到“领跑”的跨
越，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地
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
的战略科技问题”重要论断
以来，我国地质科技战线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深地有金，深海藏能。
近年来，地质科技战线制定
实施深地、深海、深空“三深”
战略，先后在“深部找金”和
深海采“冰”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胶东半岛一举新增黄
金资源储量2400余吨、南海
可燃冰试采成功。这些是中
国人民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
标志性成就，对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这些成果的取得
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
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
证关系，就能不断从创新中
获得财富和力量。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
洋捉“冰”。我国深海试采
可燃冰成功，标志着我国在
深海进入、探测、开发等关

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打
开了通往地球深部的一扇
未来之门。

为缓解人口、资源、环境
困境，世界大国竞相加强海
洋调查研究和海洋资源开
发。其得失成败，关键在科
技创新。谁掌握了先进理
论、开发出先进技术，谁就能
率先造福本国人民。

地球深部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扰动比地表更小，更符
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此次
可燃冰试采使用了一系列新
技术，特别是建立了完善的
安全保障和环境监测体系，
其覆盖全程的环境保护预案
使中国装备、中国方案成为
科技创新、高效利用、洁净生
产相结合的典范。

地球深部蕴藏着无尽的
科学之谜，是维系万物生存
的物质根本、能量基础。由
于坚硬的岩石、高温高压的
极端环境，人类对地球深部
的认知远未达到对太空的认
知程度。地球深海是研究解
决生命起源、地球演化、气候
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前沿
领域。向地球深部进军，就
是向科学要生产力，中国人
有信心在对自己行星的探索
中走得更远。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世界能源接替研发格局或将改变

从“蓝鲸一号”起步的可燃冰试采，不仅对
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具有
重要意义，甚至可能给世界能源接替研发格局
带来改变。

“试采成功打破了我国在能源勘查开发领域
长期跟跑的局面，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
的完全自主创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
跑的历史性跨越。”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
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说。

“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成矿空间分布
在从地表到地下 1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
开采深度已达 2500米至 4000米，而我国大多小
于 500米，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
略科技问题”——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
的这一论断，让人们对大地大海深处充满向往。

如果我国固体矿产勘查深度达到2000米，探
明资源储量可以翻一番。而辽阔的大洋海底，多
金属结核总资源量约 3万亿吨，有商业开采潜力
的达 750亿吨；海底富钴结壳中钴资源量约为 10
亿吨；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稀土资源量达 880亿
吨。未来全球油气总储量的40％将来自深海。

“海洋特别是深海作为战略空间和战略资
源，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深海探测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姜大明
说，我国海洋探测科技创新已经取得很大进步，
但在一些深海领域与美日俄及个别欧盟国家相
比还存在差距，向深海进军，发挥后发优势，争取
后发先至，这是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力争2020年实现商业化试采

在本次试开采之后，我国可燃冰开采将进入
“科学积累”的新阶段。叶建良说，在系统总结本
次试采经验、优化试采技术工艺的基础上，还将开
展更多种类型可燃冰试采，建立适合我国资源特
点的开发利用技术体系，同时创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进一步提高可燃冰
勘探开发和深海科技创新能力。

根据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期
间，通过研制深远海油气及可燃冰勘探开发技
术装备，我国将推进大洋海底矿产勘探及海洋
可燃冰试采工程，力争 2020 年实现商业化试
采，研制成功全海深潜水器和深远海核动力浮
动平台技术。

中国科学家们还对未来全球能源接续的“中国
方案”雄心勃勃。“低渗粉砂质储层水合物矿藏在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广泛分布，很多国家对可
燃冰有强烈需求。我们现在掌握了这一技术，有
利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源、能源问题，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和融合。”邱海峻说。
据新华社广州5月18日电

新华时评

从“跟跑”到“领跑”
中国科学家好样的

我国实现全球首次成功试采海域可燃冰

海底“冰块”点燃成熊熊火焰
中国将改写全球能源格局

在“蓝鲸一号”钻探平台上，工作人员庆祝天然气水合物
试采稳定产气。 新华社发

用于试采任务的用于试采任务的““蓝鲸一号蓝鲸一号”，”，
是个净重超过是个净重超过4300043000吨吨、、3737层楼高层楼高
的庞然大物的庞然大物。。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