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动态06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刘小婷 美编：凡星

我国首个超深水超浅层气田发现
笔者6月9日获悉，中国海油近日在海南

岛东南海域勘探发现我国首个超深水超浅层

气田陵水36-1，探井测试天然气无阻流量超

1000万立方米/天，标志着我国超深水超浅气

层领域勘探获重大突破。

陵水36-1气田平均水深约1500米，平均

气层埋深210米，主要含气层系为第四系乐东

组，是我国在超深水超浅层领域获得的首个勘

探发现，也是继荔湾3-1、“深海一号”（陵水

17-2）、“深海一号”二期（陵水25-1）、宝岛

21-1、开平南等油气田后，中国海油在深水勘

探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此次超深水超浅层

探井的测试成功，充分验证了我国自主建立的

深水复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的先进

性和可靠性，有望推动国内深水油气产能进一

步提升。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介绍，超深水

超浅气层勘探领域面临诸多世界级工程技术

挑战。后续，中国海油将持续开展超浅层储层

勘探开发关键技术攻关，为新型天然气资源的

利用、加快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贡献力量。

中国海油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周心怀表

示：“南海是公司天然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之

一，陵水36-1的测试成功，进一步夯实了南

海‘万亿大气区’资源基础。公司将继续加大

南海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升能源供应

能力。”

（操秀英）

5月29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研究员姜青山、高级工程师黄小罗、中国农业

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戴俊彪研究员等

联合在Small Methods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名为"EDS"的DNA存

储方法，通过改进编码模型、引入冗余核苷酸和

设计索引技术，实现了医学磁共振成像（MRI）

数据的可靠归档和检索。

医学MRI数据是诊断、治疗规划和疾病监

测等多种领域的重要工具。利用DNA存储技术

保存医学MRI数据将有助于人类健康管理。通

过DNA存储，可以确保这些重要数据在数千年

内安全保存并精确恢复，从而保证了这些重要数

据的长期存储，为研究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提供

了重要数据支撑。

该工作中，研究团队通过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实现了医学MRI数据的归档。首先，研究团队

设计了一种新颖的分块策略，解决了旋转编码导

致的数据丢失问题。其次，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

的四进制转码方法，满足生化约束条件并确保可

靠的数据映射。最后，设计了一种索引技术，克

服了DNA文件存储中高额外开销的挑战，旨在

简化DNA文件存储的组织结构，实现灵活的随

机搜索、访问和文件管理。

此外，研究人员在计算时间上也提出了新的

方法，通过利用多进程技术优化DNA存储编码

流程。他们将编码任务分解成多个子任务，并分

配多个CPU进行并行计算，提高了编码速率。

研究团队共测试了72GB的人体磁共振成像数

据，仅用9个小时便完成了编码，编码时间效率

提升明显，基于数据预测，1TB量级的数据可以

在120小时完成。

验证结果发现，EDS方法在医学MRI数据

存储方面表现出色，并且具有更好的生化约束控

制和较短的计算时间，为医学MRI数据的DNA

存储开辟了新的途径。

这项研究成果为医学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检

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前

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DNA存储技术

有望成为医学数据管理的重要工具，为医学健康

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DNA存储核心

技术研发，包括新一代数据存储芯片等，同时推

动DNA存储与传统存储工具，如磁带、光盘等结

合，为更多的数据存储应用，包括科研机构和企

业的档案电子化数据DNA存储等提供技术基

础，加快DNA存储面向实际应用的产业化进

程。”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姜青山表示。

（刁雯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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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6月11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

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

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 1名载荷专家）。

后续，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全面系

统的训练。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

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

其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得到了港澳各界和

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目前，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随着载

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

训练并执行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刘诗瑶）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完成

在合肥骆

岗中央公园，

安徽中科星驰

自动驾驶技术

有限公司研发

的无人驾驶观

光巴士正在道

路上行使。

范柏文 摄

无人驾驶巴士亮相中央公园无人驾驶巴士亮相中央公园

笔者日前获悉，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西安研究院研制的定向钻成套装备和煤

矿井下钻孔瞬变电磁技术与装备，近日

在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

矿井下巷道实现了1026米的远距离水害

超前探测，再次刷新了煤矿井下最远水

害超前探测世界纪录。这标志着我国煤

矿井下“长掘长探”水害超前探测技术走

向成熟。

多年来，煤矿井下巷道掘进主要采

用“短掘短探”的掘进工作模式，难以适

应巷道快速掘进的需要。为此，中国煤

炭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创新提出了利用

定向长钻孔+孔中物探进行“长掘长探”

的新工作模式。该方法利用已经施工完

成的定向长钻孔，使用孔中瞬变电磁技

术，对钻孔径向30米、深度超1000米的

范围进行探测，最终形成全空间地质异

常体的空间立体成像，为巷道安全、长时

间掘进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井下巷道采用定向钻孔施工后，为

进一步探明拟掘进巷道影响范围内水害

情况，采用钻孔瞬变电磁技术与装备，探

测了顺槽前方1026米的水文地质情况。

通过超前孔中物探，该方案预计为矿方

节省钻探时间33天，节约钻探成本300

余万元，节约人工成本166余万元。

据介绍，煤矿井下超过1000米的远

距离孔中瞬变电磁探测，为实现煤矿水

害远距离超前、精准探查提供了新的工

作方法，也为煤矿巷道的快速掘进提供

了可靠的地质保障。 （科讯）

国内煤矿井下千米水害超前探测完成

近日，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中心报道了

一种通过压觉和滑觉的共同感知来识别

相似物体的方法。

触觉作为人体基本感觉之一，不仅

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也逐渐成为机器人领域中不可或缺

的感知方式之一。触觉物体识别是触觉

感知领域关键性任务，近年来发展迅

速。然而，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由于缺乏

高性能触觉传感器和高效智能识别算

法，机器人对相似物体的触觉识别中仍

面临效率低、准确性差等难题。

在本研究中，团队制备了一种具有

三维共形石墨烯纳米墙和梯度共形离子

涂层的高性能柔性压力传感器，传感器

表现出卓越的灵敏度、高信噪比、低检测

限以及超过15000个压缩-释放循环的

出色稳定性。

数据采集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压

觉/滑觉的共同作用来获取叶片的硬度和

纹理信息，提出了一种双分支特征融合

卷积神经网络，对六种叶片的识别率显

著优于单一感知方式，并成功地将传感

器集成到机器人灵巧手指尖，进行了在

线叶片识别实验，其识别率明显超越了

人手。这种高性能柔性触觉传感系统有

助于增强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同时

为相似物体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

了下一代机器人智能化发展。 (林新）

科学家制备能识别叶片纹理和硬度的新型传感器

冰的表面结构如何，何时开始融化、

如何融化？这些问题困扰科学界已久。

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怀柔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轻元素量子材料交叉平台

（简称轻元素平台）组成的研究团队，利

用自主研发的国产qPlus型扫描探针显

微镜，在国际上首次“看到”冰表面的原

子结构，并揭示其在零下153摄氏度即开

始融化的奥秘。

冰表面是多种自然现象和大气反应

发生的重要媒介，对冰的形成、大气平流

层中臭氧分解及雷云带电现象等均具有

显著影响。但因缺乏原子尺度实验工

具，科学界对冰表面结构的基本问题一

直未有明确解答。轻元素平台特聘研究

员田野介绍说，团队利用qPlus型扫描探

针显微镜，开发出可分辨氢原子和化学

键的成像技术，实现冰表面水分子氢键

网络的精确识别和氢原子分布的精准定

位。探测发现，冰表面结构同时存在六

角密堆积和立方密堆积两种排列方式，

且拼接堆砌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

研究还揭示了冰表面预融化机制。

冰表面常在低于零摄氏度下开始融化，

该现象被称为冰的预融化。轻元素平台

负责人江颖教授介绍说，受研究工具所

限，科学界一直无法获得准确原子尺度

信息，围绕冰表面结构和预融化机制的

争论因此持续了170多年。国际研究普

遍认为，冰表面发生预融化的温度在零

下70摄氏度以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轻元素平台理事

长王恩哥表示，这项工作刷新了长期以

来人们对冰表面结构和预融化机制的传

统认知，为冰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原子

尺度视角。 （魏梦佳）

科学家揭开冰表面融化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