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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攀 田建川

“打穿地壳、进入地球深部”，这是人
类长久以来的科学梦想。如今，中国最
新入列的科考船有望将这一梦想变成现
实。

17 日，拥有最大 11000 米的钻深能
力、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
船“梦想”号在广州正式入列。

海风猎猎，迎接梦想起航。全长
179.8 米，宽 32.8 米，排水量 4.26 万吨的

“梦想”号，整装待发。
它是我国目前吨位最大的科考船，

续航力 1.5 万海里，自持力 120 天，载员
180人。它的稳性和结构强度按16级超
强台风安全要求设计，可在6级海况下正
常作业，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
力。

作为我国深海探测关键技术装备领
域的重大突破，这艘大国重器被寄予厚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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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梦想’号获取的地球深部岩
心样品，可为全球科学家了解地球板块
构造、大洋地壳演化、古代海洋气候和生
命演化等提供最直接的证据，帮助人类
更好地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开发海洋。”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
局长许振强说。

“‘梦想’号汇聚了海洋、地质等多个
领域最顶尖的科技成果，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巨系统，工程量和工程难度远超普
通船舶。”中国船舶黄埔文冲总经理罗兵
说。

全国 150 余家参研参建单位聚众
智、集众力，用三年时间完成建造任务，
建造周期较国际同类型船缩短了一年
多，主要性能指标全面领先，充分证明了
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向地球深部挺进有多难？地壳的平
均厚度约为 17 千米——与地球约 6371
千米的半径相比微不足道。有科学家形
象地说，如果把地球比喻成一个鸡蛋的
话，目前人类对地球的研究，仍还在“蛋
壳”上。

穿透地壳，才能接触到地幔——占
地球体积的 4/5、质量的 3/4 的地幔，是
地球最大的“化学储库”，充满未解之
谜。而被称为“莫霍面”的地幔和地壳
分界面，在大陆之下约 30 公里至 40 公
里，在大洋之下约 6 公里至 7 公里。也
就是说，从深海向下钻探，更容易达到
和突破“莫霍面”。

为此，“梦想”号配制了全球首台兼
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
钻机，顶驱的举力达到907 吨，具备4 种
钻探模式和3种取心方式，可满足大洋钻
探取心和深海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
不同作业需求，综合钻探效率、硬岩钻进
能力大幅提升，钻采系统国际领先。

中国船舶第七〇八研究所“梦想”号
总设计师张海彬说，“梦想”号采用模块
化设计理念，攻克多项世界级船舶设计
难题，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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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我国自主的超深水
钻探装备设计建造技术体系。经两轮海
试验证，“梦想”号主要性能指标优于设
计要求。

作为全球领先的深海作业平台，“梦
想”号堪称海上移动的“国家实验室”，科

考实验功能和信息化水平国际领先。全
船建有基础地质、古地磁、无机地化、有
机地化、微生物、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
物、地球物理、钻探技术九大功能实验
室，总面积超 3000 平方米，配置有全球
首套船载岩心自动传输存储系统，可满
足海洋领域全学科研究需求。

在可预见的未来，承载着全人类认
识海洋、保护海洋和开发海洋共同梦想
的“梦想”号，不仅会在中国海洋科考进
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将在全球海洋探

索中承担重任。
“‘梦想’号的入列，将为我国加强基

础研究和深海资源勘探提供强有力保
障，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科技强国不
断注入力量。同时，将为全球科学家开
展大洋科学钻探研究提供重大平台支
撑，对拓展国际地学研究合作、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
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李
金发说。

新华社广州11月17日电

“挺进”地球深部！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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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每年的 11 月 17 日是国
际肺癌日，11月也是全球肺癌
关注月。医生提醒，肺癌防治
刻不容缓，公众要提高防范意
识。

新华社发 德德德 作

科学防治肺癌

第 37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 16 日晚在福建厦门
揭晓。《第二十条》获最佳
故事片奖，雷佳音、李庚希
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和
最佳女主角奖。

◆第37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揭晓 《第
二十条》获最佳故事
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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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2024中美
政党对话在深圳举行。双
方围绕“合作与挑战：新形
势下中美关系的前行之路”
的主题进行坦诚、深入、建
设性交流。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出席对
话并发表主旨讲话。

◆2024中美政党
对话举行

中澳高质量发展经济
合作论坛日前在悉尼举行，
澳大利亚政界和工商界人
士 希 望 加 强 对 华 经 贸 关
系。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
瑞尔在开幕式上作视频致
辞。 均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政商
界人士希望加强对华
经贸关系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7日电（记者 朱涵 魏一
骏）在科技创新浪潮中贡献力量，在全球科技交流中增
进友谊，在科技文化融合中展现风采……11月17日，
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体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
来自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及63个国际科技组织的近
800名科学家齐聚一堂，交流思想、互学互鉴。

“青年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会上表示，当前，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不断加速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也
让青年能够更加广泛、深入、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
这使得青年科学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传承创
新，更好地实现跨越和突破。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大学校长奇利齐·马瓦拉
在会上表示，年轻科学家在推动前沿科学发展、创建区
域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合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问题和不平等问题时，
年轻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将发挥关键作用”。

峰会全体大会上，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揭晓
并举行颁奖仪式，众多在基础研究、工程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得这一荣
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四名青年科学家获
第二届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

依托峰会平台，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科协培训和
人才服务中心、温州世界青年科学家成长基金会、丹麦
大学联盟以及世界青年地球科学家联盟共同发起成立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浙江
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自2019 年以来，已为来自100
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搭建开放平台，与200多个国际科
技组织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激发青年创新动力

新华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