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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1月17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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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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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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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0公里，在大
洋之下约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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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技术等九大功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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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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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挺进”地球深部！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

新华社深圳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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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方部委、地方
政府、高校、智库代表以及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战略界、企业界人士等50
余人参加。

双方认为，稳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
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
美双方应保持接触沟通，妥善管控分
歧，深化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承
担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
中美关系是多维度、多层面的，两国
关系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同时具有坚
强的韧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政治
对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海关
总署17日发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
计，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巴西进出
口1.14万亿元，同比增长9.9%，高出
中国外贸整体增速4.7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4320.8亿元，进口7081.5亿
元，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作为
两个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
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巴西经贸
合作成果丰硕，双边经贸关系取得长
足发展。截至2023年，中国连续15
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
大出口目的地，而巴西长期以来也是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随着中巴经贸合作持续深入，越

来越多巴西优势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0个月，我
国在巴西大豆、铁矿砂出口中的占比
均超过七成，在纸浆、原油中的占比
超过四成。

与此同时，更多中国优质工业品走
进巴西。前10个月，我国对巴西出口
中间品2168.6亿元，同比增长11.8%，
占我国对巴西出口总值的一半，其中，
纺织品、汽车零配件、电工器材、平板
显示模组等中间品出口快速增长，增速
分别达15.4%、26.5%、31.2%、22.2%。

前10个月中巴双边贸易额
达1.14万亿元

2024中美政党对话举行

新华社福州11月 17日电 水下机
器人、极地科考船……一件件“硬核”海
洋科技产品集中亮相。11月15日至18
日，2024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在福州举
行。同期举办的2024第二届中国海洋
装备博览会上，超7000件海洋科技装备
与创新成果带领观众逐梦深蓝，展示了
我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新动能、新活力。

科技赋能海洋装备轻松驭海
海下数十米，如何清洗长满贝类及

海藻的船？记者在本届博览会数智科技
装备展区找到了答案。

天津瀚海蓝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只需一个纸箱大小的水下
机器人，便可以灵活浮游、下潜，到达海
洋生物附着的区域开启高压水柱清洗船
体。水下机器人还配有智能巡航定位、
大数据分析等功能，研发人员通过搭建
算法，可实时矫正机器人运动轨迹，并规
划最优的清洁路径。

水下机器人在水下救援、水下考古、
水下测绘等领域的应用也十分广泛。记
者在院校及科研成果展区看到多款酷似
海洋鱼类的水下仿生无人潜航器。由福
建理工大学研发的“仿生波士顿大龙虾”

民用潜航机器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据了解，这款潜航器仿照龙虾的身

体构造，前侧装有左右机械臂夹爪、尾部
配备了多级柔性推进器，在水下科研、文
化遗产保护、安全与救援等方面可发挥
重要作用。

既能海里游，又能天上飞。在上海
交通大学展位，海空跨域无人航行器科
技感十足。“飞潜合一，负载能力7公斤，
能够完成水下100米潜深的航行任务，
能在海洋探测、海洋工程、海洋资源开发
等领域大放异彩。”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
员吕晨昕说。

绿色动力助力蓝色发展
号称“不沉没”的船是如何实现的？

博览会上的一艘灰色新能源聚乙烯船舶
成为亮眼产品。

泛海海工董事长潘岩介绍，这艘船
使用的新材料强度与钢相同，但韧性却
是钢的12倍，使得船只在碰撞时既能不
受破坏又具备优异韧性，能够像气球一
样弹回，再加上独特的船体结构，进一步
确保了船只“不沉没”的特性。船舶还体
现了研发者对环保的深刻理解。由于使
用了新材料，船舶无需使用油漆进行船

体喷涂，并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废渣、废
水、废气的零排放，有效减少了对环境的
污染。

展区内，多种多样的新能源船舶令
人目不暇接。长航集团展出的“长江三
峡1号”纯电动游轮模型巨大，“这艘游
轮全长100米，有4层楼高，6个小时可
充满电，一次充电可续航100公里，每年
可替代燃油53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1600多吨。”长航集团现场负责人说。

“运输+起重”一体化深远海海上风
电施工船“乌东德号”、抗台风型漂浮式
海上风电机组“三峡引领号”……越来越
多新设备、新技术为海洋产业的发展提
供绿色动力。

“绿色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正深
刻重构航海装备产业，重塑着海上交通
体系。航海装备、海上交通乃至全球航
运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绿色化和数字化
日益呈现融合发展趋势。”招商局集团董
事、总经理石岱说。

更深更远驶向深蓝
11月14日上午，“科学”号科考船、

“中国海监8001”执法船缓缓停靠马尾
船政文化城船政码头，为参展嘉宾带来

了一场深远海“大国重器”视觉盛宴。
“‘科学’号科考船总吨位4711吨，

集成七大船载科学探测与实验系统，是
我国首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海
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学”号科考船船
长陈修峰说。

向海图强，筑梦深蓝。走向深海，是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走进连江深海养殖馆展厅，“闽投1
号”“振鲍1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引起
观众好奇：为何要在“海上的钢铁之城”
里养鱼？

“振鲍1号”平台负责人吴永寿介
绍，把鲍鱼搬到深远海养殖，深远海的海
水交换量大，水温稳定，水质更好。在这
样的环境里，鲍鱼的成活率上升，产量也
能增加两成。这种养殖方式还能节约人
工，人工数量可以减少60%。平台上设
置了水质监测系统，相当于鲍鱼的“智能
家居”，养殖户可以监测海水的pH值、电
导率、溶解氧等数据，实现“手机养鱼”。

“深远海有着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
资源。”多位与会嘉宾认为，我国航海装
备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推
进，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蓝色生产力”稳步提升。

智慧 绿色 深蓝
——2024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展现海洋科技创新活力

11月17日，火炬手韩晓燕在起
跑仪式上与本届运动会吉祥物“吉
贝”对接，点燃火炬。

当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在
海南三亚举行。

据悉，采集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生态之火”、“探索二号”科考
船的“科技之火”、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的“希望之火”，一同汇聚成本届
运动会官方火种“同心之火”。“同心
之火”象征着全国各民族在新时代背
景下的共同团结、共享发展和共同繁
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
动体现。

22日的开幕式上，“同心之火”
将闪耀琼岛之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广州11月17日电 第十
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17日
在广东珠海落幕，本次航展共签订总
值约2856亿元人民币合作协议，成
交各种型号飞机1195架。

据组委会统计，在为期六天的展
览中，共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2家企业参展，参展飞机261架、
地面装备248型，举办会议论坛、签
约仪式、商务洽谈等活动247场，吸
引近59万人参观。

本届航展，“大国重器”集中亮相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35A惊艳
亮相，人民海军战机歼-15T首次出
现在航展，嫦娥六号取回的月球“土

特产”月背月壤样品首次向国内公众
展出，运-20首次向公众开放展示货
舱，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
察打一体无人机等尖端武器装备首
次展出。

无人系统装备也成为本届航展
的另一焦点，无人机化身“天空骑
士”，无人船上演“水上芭蕾”，大型无
人作战艇“虎鲸”精彩亮相。

本届航展还展示了低空经济的
前沿产品，样式各异的“飞行汽车”和
垂直起降飞行器让观展者目不暇接。

据组委会介绍，第十六届中国航
展将于202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
广东珠海举行。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落幕

签约额超2800亿元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火炬实地传递活动在三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