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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到兵器工业集团调研强调

聚焦强军首责 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 《中国企业报》

11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到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把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同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部署，牢牢把握企业职责定位，履
行强军首责，突出科技创新，持续
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结构，不断增
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
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张玉卓到中国兵器第一研究
院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集团改革发展、
科技创新、党的建设和巡视整改
情况汇报。他指出，兵器工业集
团成立2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始终牢记军工报国使命，
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有力推动企
业改革创新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
工作，企业装备保障能力显著提
升，科技攻坚取得积极进展，军民
融合发展成效明显，成为我国国
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力量。国务院

国资委将进一步支持推动企业强
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充分激发
企业积极性创造性，加快实现高
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
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张玉卓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企
业工作放到中国式现代化、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大局中去谋划、去
推进，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能力，高
质量推进重大工程实施、装备体
系建设、重点产品研制，不断提升
装备供应保障能力。要坚定不移

依靠创新打造新质战斗力，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健全开放合
作的协同研发体制，实施更加积
极开放的人才政策，协同推进基
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要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
落实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面向未
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全力
完成全年科研生产经营目标任
务，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和风险防

控，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底
线。要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
篇文章”，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动真碰硬巩固巡视整改
成果，体系化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更好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企业党
建与科研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
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负责
同志参加调研。

（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网站）

人类能不能通过钻探工具透
过地球表层直达地幔取样？大洋
万米深处的钻探会不会发现更多
未知的秘密？随着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11月17日在广州正式入列，这些
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和未来。

“这是我国深海探测关键技
术装备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是
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将对
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科技强
国，乃至造福全人类都有特殊的
意义。”新华网记者第一时间通过
中国地质调查局采访该项目负责
人了解到，正式入列的“梦想”号
将为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关键技
术装备研发，以及全球科学家开
展大洋科学钻探研究提供重大平
台支撑，让全球深海探测科考进
入全新的时代。

不惧超强台风
全球海域作业
据悉，“梦想”号船长 179.8

米，宽32.8米，排水量42600吨，续
航力15000海里，自持力120天，
载员180人，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
区作业能力，同时可在6级海况下
正常作业、16级超强台风下安全
生存，满足全球主要海域桥梁通
行及码头停靠条件。

“梦想”号采用“模块化”设计
理念，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
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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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我
国自主超深水钻探装备设计建造
技术体系。

钻进大洋底层
探测地球深处

“梦想”号建造团队联合国际
顶级油气钻机企业研制了全球首
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
的液压举升钻机，具备4种钻探模
式和3种取心方式，综合钻探效
率、硬岩钻进能力大幅提升，最大
钻深可达11000米，可满足大洋钻
探取心和深海资源勘探等不同作
业需求。

“梦想”号的4种钻探模式分
别是传统隔水管模式、“可燃冰”专
用测试模式、传统无隔水管模式、
无隔水管闭式循环模式。传统隔
水管模式常用于海洋油气的开采，

是“标配”；“可燃冰”专用测试模式
系“梦想”号专门设计的轻型隔水
管系统，可实现水合物专用测试，
这种模式能减轻设备负担，降低钻
探成本；传统无隔水管模式则适用
于大洋钻探，钻杆可以达到更大深
度；无隔水管闭式循环模式在于钻
采系统中配置了专门的泥浆循环
管线，避免泥浆直接排海污染。此
外，“梦想”号的3种取心模式分别
是提钻取心、绳索取心、气举反循
环取心，可实现不同地层和岩体持
续钻进取心。

智能无处不在
未来不可估量

“梦想”号科考实验功能和信
息化水平国际领先，堪称海上移
动的“国家实验室”，可满足海洋
领域全学科研究需求。建成“船

舶智慧大脑”，可实时汇聚分析2
万余个监测点数据，实现作业智
能监测、实验智能协同、健康智能
保障、船岸智能融合，为科学家们
的探索提供全方位支持。比如，
先进的SDN架构和船舶自组网技
术，让船上的科学家可以很方便
地传送数据到岸上，并通过卫星
通信随时与陆地联系；数据中心
强大的计算能力意味着船上采集
到的科学数据都能实时分析，辅
助科学家进行决策。

深海中环境瞬息万变，钻探
作业也面临着复杂的情况。为做
好应对，“梦想”号配备了强大的
监控和管理系统，可以全面监控
不同钻探作业时产生的数据流，
实时识别风险，并在异常情况下
做出快速反应，等于拥有了“千里
眼”和“顺风耳”。

“梦想”号还配备了智能穿戴

设备与体检仪器，能够实时了解
船员动态位置，并获取人体相关
健康信息。如果出现异常情况，
系统会自动警告，船员可以立即
采取措施，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
生。此外，综合调度系统还将指
挥和通讯结合，让船员之间的沟
通更高效，确保作业的顺利进行。

据了解，“梦想”号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申报立项，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
组织实施，同时联合中国船舶集
团等多家单位完成设计建造任
务。“梦想”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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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还配套建设了全球储存能力
最大的大洋钻探岩心库1处，高标
准深水科考码头2处，多功能保障
船1艘，为“梦想”号运营提供有力
保障。 （来源：新华网）

11月17日拍摄的靠泊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科考码
头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无人机照片）。（来源：新华社）

11月17日拍摄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的钻探设备。
（来源：新华社）

解码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梦想”照进现实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