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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渤海中北部再获亿吨级油田
笔者3月18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

中北部海域再获亿吨级大发现——秦皇岛27-

3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达1.04亿吨。这是

该海域时隔10年再次获得重大油气发现。

秦皇岛27-3油田位于渤海中北部海域，

西距天津市约200公里，平均水深约25米，发

现井秦皇岛27-3-3井钻遇油层48.9米，完钻

井深1570米。经测试，该油田单井日产原油约

110吨，展现出较好勘探前景。

“按正常开采，秦皇岛27-3油田能够开采

原油近2000万吨，提炼成汽油后可满足百万级

人口城市居民日常交通使用超10年，提炼出的

沥青可铺设超10万公里4车道高速公路，相当

于绕地球超过3周。”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副总

经理周家雄介绍。

秦皇岛27-3油田的发现是渤海浅层岩性

勘探思路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其所在的石臼

坨凸起，是渤海油田早期勘探的主战场之一。

科研人员以构造勘探的思路去寻找构造圈闭

高部位进行井位部署，曾在高部位发现了包括

秦皇岛32-6油田在内的3个大中型油田。然

而，自2011年以来，高部位勘探优势区域钻探

殆尽，低部位油气富集规律尚不明确，历经多

轮次构造勘探，效果却并不理想。

为打开勘探困局，中国海油科研人员借鉴

垦利6-1、垦利10-2亿吨级岩性油田勘探发

现的成功经验，将勘探思路从传统的构造勘

探逐步转化为岩性勘探。他们结合大量已钻

井资料及实验，成功证明该凸起低部位也具

有储存油气的能力，转变了传统认识。最终

科研人员通过扎实开展沉积、地球化学等基

础研究工作，锁定石臼坨油气富集的复杂走

滑断裂带，实现勘探老区再获亿吨级油田的

重大发现。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说，秦皇岛

27-3油田是渤海油田自2019年来连续发现的

第6个亿吨级油田，该油田的成功发现进一步

证实了渤海复杂走滑断裂带广阔的油气勘探

前景。

（操秀英）

今年春节，偶然刷到一部短剧《大过年的》，

看了几十秒就“入坑”。由此才知，微短剧已经火

了一年多，去年是影视圈热议的主题。

微短剧一集短到数十秒，长的也就十来分

钟，全剧加起来不过一部电影长。很多人没有闲

情看两小时的电影，但拆开来，一次看几分钟，就

很轻松，不费脑子。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编

剧、导演和演员们开辟了一条新赛道。其创作自

有规律：一集要制造一个亮点，要有悬念，要有

“爽点”，剧情不能循序渐进展开，信息高度密集。

智能手机看剧，需要满足观众“即刻兑奖”的

戏剧体验需求。如果故事稍微抓不住观众，让观

众走神了、懈劲儿了，就会被无情划走。

由于是在手机屏幕上进行观看，微短剧不需要

豪华的布景与考究的摄影，主打一个低成本、快节

奏。一开始，很多低成本的微短剧还是模仿电视剧

或者电子游戏，题材有限，门槛也低，很多片子质量

不高。但随着投资和人才的流入，竞争迅速白热

化，粗制滥造的微短剧目前已经没有了市场。

精品正在崛起。据抖音春节档统计，平台上

有8部微短剧播放量过亿，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

44亿。另外，已经有微短剧在尝试AI翻译和AI

创作，抖音等平台积极开拓微短剧市场，将其作

为收入来源。在科技加持下，微短剧的发展还在

加速。

戏剧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一直受制

于科技手段和媒介载体。胶片让舞台剧变成了

电影，戏剧表现力随之一新；电视的普及让肥皂

剧大行其道，奠定了电视剧的基本格局；如今人

人离不开手机，微短剧红透半边天，竖屏画面颠

覆了一百多年来的审美框架。

我们现在很容易追一部微短剧，或许是因为

没有太高预期，只图看个新鲜。等将来大家习惯

了微短剧的讲故事模式，口味也可能越来越挑

剔。激烈的竞争，高水平的人才，或许会引领该

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开拓出耳目一新的视听产

品。微短剧前景可期。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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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锂硫电池
或在5分钟内完成充电
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下一代锂硫电池有

望在5分钟内完成充电，而不像目前这样需要数小时。这一突破

有可能彻底改变储能技术，推动高性能电池系统的发展，为消费

电子产品和电网应用储能系统提供性能更好的电力解决方案。

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出版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

阿德莱德大学团队研究了硫还原反应（SRR），这是控制锂电

池充放电速率的关键过程。他们对SRR过程中各种碳基过渡金

属电催化剂，包括铁、钴、镍、铜、锌等开展了深入分析。结果显

示，SRR反应的速率随着多硫化物浓度的升高而增加，因为多硫

化物在SRR过程中起反应中间体的作用。

团队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纳米复合电催化剂，包括碳材料

和钴锌（CoZn）团簇。研究表明，将电催化剂CoZn用于锂硫电池

时，所得电池的功率重量比高达26120瓦/公斤。这表明，未来的

锂硫电池能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完全充电/放电。

高功率锂硫电池可用于为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提供

电力，但目前最先进的锂硫电池存在充放电速率低的问题，完成

一次充电可能需要数小时。最新研究是首个解决锂硫电池充/放

电速率慢问题的综合方法，有可能彻底改变储能技术，推动高性

能电池系统的发展。 （刘霞）

笔者日前获悉，位于四川成都未来

科技城应用性科创区的民航科技创新

示范区（B区）航站楼项目，近日取得施

工许可证。这也意味着全国首个模拟

验证机场开工。

该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预计模拟验证机场将拥有1条

长1200米的模拟跑道、2条滑行道、2

组垂直联络道、11 个各类机位的站

坪。目前，模拟跑道正加紧施工，入口

服务用房已投入使用。未来，该机场将

作为中国民航科学实验基地，承担机

场、航空运输和新兴技术测试验证工

作，成为推动民航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的重要平台。

“模拟验证机场是完全参照民航机

场建设标准打造的‘袖珍机场’，虽然投

用后不会起降飞机，但是其作用和意义

不可小视。该机场将作为中国民航科

学试验基地，承担机场、空管、航空运输

和新兴技术等测试验证任务，同时可用

于开展民航科普教育或承办大型科技

展览活动。”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所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不

仅是全国首个民航科技示范区，还将建

成国内领先、具备完整民航科技产业链

和产业聚集特征的民航原始创新策源

地，并打造亚太领先、国际一流的民航

工程技术创新及应用验证基地，助推我

国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随着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

（B区）的加速建设，一个涵盖空管、适

航、机场、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新兴技

术应用等领域的民航业完整产业链已

轮廓初显。这也将为成都未来科技城

打造临空高端制造产业聚集区、高端人

才聚集区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区，提

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协同创新组

织动力，形成并放大产业链辐射效应，

构建临空经济产业发展新格局。

（刘桂源 刘侠）

全国首个模拟验证机场开工

笔者3月17日从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电科院”）获悉，

由该院自主研制的高电压计量标准装

置近日抵达德国联邦物理研究院，该

装置将作为欧盟最高计量标准开展国

际校准，为高电压比例量值的国际互

认提供重要支撑。这是继2020年中

国电科院高电压计量标准装置出口土

耳其后，再次踏出国门走向世界。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电科院

高电压计量团队攻克了高精度与高耐

受电压互为约束的世界性难题，成功

研制出具有原创性技术的双级励磁高

电压计量标准装置。该技术荣获

2022年中国专利金奖。通过利用该

技术，成功建立了国家工频高电压计

量基准装置，实现了我国在世界高电

压计量领域的国际领先。

中国电科院与德国联邦物理研

究院多年来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双方

互派访问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德国

联邦物理研究院电磁所所长、欧洲计

量联合体副主席恩里科·莫恩斯博士

对中国电科院在高电压计量领域的

成绩高度认可，经过多方的详细调研

和国际计量比对结果，发现中国电科

院研制的高电压计量标准装置兼具

准确度高和稳定性好的优点，德国联

邦物理研究院特向中国电科院发出

装置引进需求。

据悉，本次成功出口该项产品，进

一步提升了我国在高电压计量领域的

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带动了我国高端

电力装备“走出去”，为提升国产设备的

国际竞争力作出了贡献。

（华凌）

我国自研高电压计量标准装置出口德国

3月19日，在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标准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智能制造生产设备。该企业在产业

政策、市场需求双重加持下，追“光”逐“链”，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抢占光伏产业科技创新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吕华 摄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