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3月26
日， 中国科技馆和中国林学会联
合举办2023年春季学期首场 “院
士科学人文课 ” ， 此次活动是
2023年 “奋进科普新征程” 全国
科技馆联合行动 “美丽中国” 主
题联动的重点科普活动。 中国工
程院院士、 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
曹福亮受邀参加， 并为青少年带
来精彩的院士科学人文课———
《银杏奥秘》。

活动前 ， 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 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科技馆馆
长殷皓向中国工程院院士曹福

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
业研究所研究员杨忠、 北京林业
大学教授王堃颁发科技志愿服务
聘书， 希望双方今后开展深度合
作， 为青少年带来更多更好的科
普活动， 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探求欲。

随后， 曹福亮院士讲授院士
科学人文课———《银杏奥秘》。 他
结合 “美丽中国” 主题， 围绕银
杏的相关知识讲述银杏文化的意
义， 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让青
少年懂得珍惜自然、 敬畏生命，
勉励青少年学科学、 爱科学。

为搭建青少年与科学家之间
沟通的桥梁， 中国科技馆围绕授
课主题开展了 “我问科学家” 问
题征集活动， 约5000名中小学生
提出自己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曹
福亮院士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问
题作出详细解答， 并为现场提问
的青少年代表赠送科普图书。

2023年， 中国科技馆将持续
开展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 品牌
活动 ， 发挥科技馆体系联动优
势， 联合相关单位和科学家推出
更多精彩的活动 ， 在教育 “双
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清明临近， 多地茶区进入 “明前茶” 采摘忙碌期， 人们抓紧时间采摘、 加工新茶， 供应市场。 图为茶
农在湖北省宣恩县椒园镇庆阳坝村的茶园采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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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掉新中国 “贫油” 帽子、
创世界同类油田开发稳产奇迹
……26日， 我国陆上最大油田中
国石油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
破25亿吨， 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
量36%。 60多年来， 大庆油田形
成了世界领先的陆相砂岩油田开
发技术， 不断进行着端牢能源饭
碗的新实践。

老油田仍在创造新奇迹
松嫩平原， 1205钻井队高耸

的井架， “铁人队伍永向前” 几
个大字引人注目。 1205钻井队是
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 “老队
长的 ‘铁’ 作风激励我们打好每
一口井。” 1205钻井队队长张晶
说。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以来， 为
中国经济巨轮提供了澎湃动能。
把25亿吨原油用60吨油罐车装
满， 可绕赤道15.6圈。

时光倒流， 1959年9月26日，
松嫩平原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
流， 东北发现大油田。 时值新中
国成立10周年大庆前夕， 大庆油
田因此得名。

“北风当电扇 ， 大雪是炒
面。 天南海北来会战， 誓夺头号
大油田。 干！ 干！ 干！” 铁人的
诗是那场气吞山河石油大会战的
生动注脚。 数万人的会战大军以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 的精神， 一举让新中
国甩掉了 “贫油” 帽子， 铁人用
身体搅拌泥浆阻止井喷的画面定
格在几代中国人记忆里。

1976年， 大庆油田年产原油
首次跃升至5000万吨。 对照当时
世界同类油田开发， 短则稳产3
年至5年， 长则10年至12年。

大庆油田能稳产多久？
大庆油田首席技术专家伍晓

林说， 1976年到2002年， 大庆油
田实现原油5000万吨以上连续27
年高产稳产， 创造了世界同类油
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2003年至今， 大庆油田年产
油气当量始终保持在4000万吨以
上， 老油田仍然发挥着能源安全
“顶梁柱” 作用。

科技自强握紧主动权
“中国人开发不了这样复杂

的大油田。” 石油会战初期， 一
些国外专家断言。 60多年来， 大
庆油田人以 “超越权威、 超越前
人、 超越自我” 的 “三超精神”，
践行科技自立自强， 创造了世界
领先的陆相砂岩油田开发技术。

通常把利用油层能量形成的
自喷采油称为一次采油， 二次采
油通过注水将油 “挤” 出来， 三
次采油依靠化学剂把油 “洗” 出
来。 随着油田持续开发， 开采对
象发生很大变化。

开发初期， 大庆油田采用国
外技术 ， 采收率一度不到 5% 。
“新时期铁人” 王启民大胆质疑，
提出 “非均质” 开发理论和 “高
效注水开采” 方法， 极大提升二
次采油技术 ， 为油田实现年产
5000万吨原油奠定基础。 2019年
王启民获得 “人民楷模” 国家荣
誉称号。

20世纪90年代末， 面对三次
采油技术被“卡脖子”，伍晓林带
领团队奋力攻关， 历经5600多次
试验打破垄断， 大庆油田采收率
在二次采油技术基础上提高14至
20个百分点。2021年，大庆油田非

常规油气资源又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杰成说，

大庆油田的发展史是自立自强的
科技进步史。 几代石油人接续奋
斗， 3次问鼎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 累计取得科技成果11000余
项，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三次采
油生产基地。

如今， 更加前沿的四次采油
技术已在大庆油田实现地质认
识、 驱油机理等多方面突破。

“铁人”从未走远
一次次突破的背后， 是 “爱

国、 创业、 求实、 奉献” 的大庆
精神 （铁人精神） 的生动写照。
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 被首批纳
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
要抖三抖。”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
石油工人战天斗地，“铁人” 两个
字成为中国人自豪感、 自信心的
响亮表达。 “大国工匠”获得者、大
庆油田采油工人刘丽说， 时代在
变， 大庆石油人 “我为祖国献石
油” 的精神信念始终没变。

面对国外质疑， 年轻时的王

启民不信邪， 几个人写了一副对
联———“莫看毛头小伙子 ， 敢笑
天下第一流 ” ， 横批 “闯将在
此”。 “闯中有马， 我们把 ‘马’
字写得大大的 ， 突破了 ‘门 ’
框。” 王启民说， 一定要闯出天
下一流的开发路子来。

大庆第三代铁人李新民 “把
井打到国外去”。 “井打到哪里，
铁人精神就带到哪里。 人走到哪
里 ， 大庆精神就传播到哪里 。”
李新民说。 大庆油田海外市场已
拓展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
老实事” “严格的要求， 严密的
组织 ， 严肃的态度 ， 严明的纪
律 ” ———“三老四严 ” 发源地 、
采油一厂第三作业区中四采油队
党支部书记王天祎说， 会战时形
成的 “三老四严”， 现在仍是大
庆石油人恪守的铁律。

“25亿吨是大庆油田奋进路
上的重要坐标， 更是迈向世界一
流现代化百年油田的新起点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 大庆油田党委书记朱国文
说。 据新华社

始终端牢能源饭碗

近日， 今年以来强度最强、
影响范围最广的沙尘天气侵袭多
地， 波及20个省 （区、 市）， 影
响面积超过485万平方公里。 本
次过程强度达到强沙尘暴等级，
为2000年以来3月第三强。 据气
象部门预计， 4月至5月我国北方
地区沙尘过程次数较近10年同期
偏多， 沙尘强度总体与近10年持
平。

今年3月以来， 我国已经出
现4次沙尘天气过程， 比常年同
期偏多。 为何近期沙尘天气如此
频繁？

据介绍， 沙尘天气的形成需
满足3个主要条件： 持久强劲的
大风 、 沙尘源和低层大气不稳
定。 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室主任
张碧辉表示， 3月是沙尘天气高
发期。 今年3月以来蒙古国和我
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 、 气温偏
高、 多大风天气， 加之植被尚未
返青， 配合裸露的沙源地地表条
件， 易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近年来， 我国沙区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为什么还会出现
严重的沙尘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预测室研究员丁婷分析说，
我国北方植被增加总体上有利于
侵袭我国的沙尘天气次数逐步减
少， 但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也
是影响我国沙尘的重要源地 ，
2022年植被生长季蒙古国降水较
近20年同期偏少， 沙源地植被覆
盖较差。

“此外， 今年沙尘天气频发
主要和近期大气环流异常有关。”
丁婷说， 今年春季前期气温明显
回暖， 尤其是3月初出现了一次
极为罕见的回温天气， 导致前期
冻土层沙土快速融化。 3月至4月
本就是北方大风高发季节， 在一
定的大风条件下， 造成沙源地的
沙尘多次输送至我国。

张碧辉说， 预计4月至5月，
蒙古国南部至我国内蒙古中西部
沙源地降水偏少， 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 且有蒙古气旋阶段性南

下影响， 利于形成沙尘天气。 预
计3月31日至4月2日， 受新一轮
冷空气影响， 我国西北地区、 华
北地区、 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东
将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频繁来袭， 不少公
众疑问： 我国沙尘天气将来是否
会越来越多？

“从统计结果看， 2018年至
2022年期间， 我国北方平均沙尘
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都多于2013
年至2017年平均数， 但这并不能
认为沙尘暴出现了明显变多的趋
势。” 丁婷说， 从更长时间尺度
来看， 21世纪前10年， 沙尘总次
数和沙尘暴次数均明显多于近10
年， 这表明现阶段我国仍处在沙
尘影响减少的大背景下。 此外，
沙尘天气频次还受到中高纬度大
气环流直接影响， 因此会呈现出
一定的年际变化特征， 例如2017
年和2022年春季沙尘暴次数均仅
有一次。

专家表示， 我国及周边有沙
源地的国家 ， 在气候变暖背景
下， 尤其是叠加春季前期气温偏
高， 非常有利于沙源地沙土变得
疏松， 从起沙条件来说， 增加了
沙尘天气发生的可能性。

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 近年
来， 我国荒漠化、 沙化土地面积
持续缩减，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效。 但我国仍有257.37万
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和168.78万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 特别是大面
积的沙漠和戈壁始终是巨大且永
久性的沙尘源， 防沙治沙将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

气象专家建议， 加大科技攻
关和部门合作 ， 加强对沙尘起
源、 沙尘输送动力等机理研究和
沙尘天气数值模式预报技术的研
究， 提升预报预警服务水平； 同
时 ， 进一步加强沙源地生态治
理、 沙尘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评估
和沙尘灾害应急处置之间的联
动， 为防灾减灾和科学精准治沙
提供支撑。 据新华社

———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5亿吨背后

今春沙尘过程偏多

沙尘天气是否呈现变多趋势？

2023年春季学期首场“院士科学人文课”活动开讲

“明前茶”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