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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海洋油气完井工具

智慧工厂建成投产
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首

个 海 洋 油 气 完 井 工 具 智 慧 工 厂

在天津投产，标志着我国高端海

洋 完 井 工 具 制 造 产 业 全 面 走 向

智能化，对提高复杂构造油气田

生 产 效 率 、缩 短 油 气 田 建 设 时

间、延长油气田开采寿命具有重

要意义。

完 井 是 钻 井 作 业 的 最 后 环

节，是确保油气顺利流出地下岩

层、输送至地面采集的关键工程

技术。完井工具能够根据油气层

地质特性，在井底建立油气层与

油 气 井 井 口 之 间 的 合 理 连 通 渠

道，保障井下油气通道畅通，实现

油气田安全、高效生产。

本次建成的智慧工厂位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油气

行 业 首 个 完 井 工 具 制 造 的 智 能

化、柔性化整装基地，投产后将用

于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高端完井

系统——“海弘”完井工具的智能

化生产。

完井工具具有井下长期工作

可靠性要求高、应用场景多样化、

定制化需求多等特点。“海弘”攻克

了特种橡胶材料、高压气密结构、

极端环境工具可靠性等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可覆盖海上油气田全部

完井技术需求，产品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海油天津分

公司工程技术作业中心总经理刘

宝生说，“海弘”完井工具智慧工厂

的投产，能够大幅提升高端完井

工具自主化产业能力，有效保障

深水深层、高温高压等复杂油气

资源高质量开发。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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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电力企业

减污降碳中发挥哪些作用？

科普天地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减污降

碳 已 成 为 全 球 范 围 内 关 注 的 焦 点 。

2022 年，中国近 90%的温室气体排放

源自能源体系，其中电力行业作为二

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来源（48%），已经

成 为“ 双 碳 ”目 标 下 的 重 点 治 理 对

象。中国正处于“十四五”期间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键阶段，电力行业作为

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其改革与转型已

迫在眉睫。

数字技术在推动电力企业减污降

碳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电力

企业绿色发展提供网络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技术手段，赋能电力企业转型

升级和机构优化，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提升管理决策水平。随着数字技术在

能源领域的广泛创新应用，数字技术

对电力企业实现减污降碳目标的作用

日益凸显。

大数据：
能源管理与优化的得力助手

数字经济时代，电力企业信息量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特点。如何利用

大数据实现企业减污降碳已成为产业

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大数据技术可通过收集和分析电

力企业的运行数据，实现能源的有效

管理和优化，提高发电效率，从而降低

碳排放。现阶段国内火力发电设备和

技术潜力有限，中国火电机组全面改

造进程缓慢。基于数据挖掘和人工智

能算法等数字化管理技术，构建优化

决策模型，指导火电机组进行灵活性

深度改造，提高发电效率，带来直接碳

减排效果。

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实时监测电力

设备的运行状态和能耗情况，通过数

据分析和算法模型，转换为可视化图

表形式，并预估未来能耗，为电力企

业 管 理 者 提 供 节 能 建 议 和 控 制 策

略。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为

例，该公司联合百度智能云建设智慧

能源新基建系统，充分融合百度地图

大数据以及电力用户数据、线路数据

和 设 备 数 据 等 多 维 大 数 据 ，形 成 了

“电网一张图”，不仅提高了电能利用

效率，还减少了电力资源的损失，为

电力企业的减污降碳工作提供了有力

支持。

人工智能：
复杂系统控制与决策的关键利器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电力企

业可以在生产、消费、传输、运营、管

理 、交 易 等 环 节 实 现 高 效 精 准 的 预

测 、柔 性 化 调 度 以 及 自 主 学 习 化 管

理。这不仅有助于破除传统落后的

生产工艺流程，还能革新以可再生能

源为主的新一代综合能源接口，降低

电力企业“三废”总量，提升绿色能源

占比。

以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等旗下的火电厂为例，这些企业

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煤质

数据在线监测—三维智能监控—智能

运行优化”的智慧决策体系。通过孪

生场景的自主学习和优化调度，企业

生产流程得以自主优化，从而落实减

污降碳决策。

区块链：
低碳转型的有力支撑

随着电力企业低碳转型的深入推

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这一过程提

供了有力支撑。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

化特点能够实现智慧能源中多主体的

对等互联，借助智能合约实现各类信

息的广泛交互。这有助于电力企业优

化生产流程、提升能源效率，并实现对

碳排放的精准监测和管理。

以正泰物联网园区为例，该园区

基于区块链的排放碳监测平台汇聚了

产线生产制造全流程的碳排放数据。

通过智能合约的实时准确监测，园区

能够自动完成各项数据申报，打通碳

交易闭环，构建监管新模式，为实现企

业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云计算：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云计算平台作为解决能源行业等

传统领域算力、算法的关键支撑性技

术，在电力企业减污降碳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通过云计算的助力，电

力企业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池化管理

和纵横向结合的减排降碳策略。同

时，云计算平台还能实现企业软硬件

的解耦，满足电力企业对电网能耗的

精准监管需求。

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为

例，该公司通过服务器平台（PaaS）实

现对各类资源和应用的统一管理，这

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还

支持了减碳决策的优化供电管理。同

时，通过在云端进行电力系统的仿真

和优化，电力企业可以更加高效地分

析和优化电网的运行方式，降低能耗

和碳排放。

数字技术在推动电力企业减污降

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

的应用，电力企业可以实现能源的有

效管理和优化、生产流程的自主优化

以及碳排放的精准监测和管理。这些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电力行业

的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推动电力

行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迈出

坚实的步伐。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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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砂究竟有何作用？

撒砂的主要作用主要是为了确保煤炭

运输安全。

紧急刹车时的减缓——火车刹车时依靠

的是火车轮毂与轨道间的制动力，但由于火

车重量大，拥有较大惯性，所以，即便刹车后

仍会因惯性而无法及时停车。此时向铁轨

喷撒的砂子就会发挥作用，这些砂子可以缩

短火车 20%的制动距离，大大减轻惯性带来

的影响。

防止车轮打滑——在雨雪等恶劣天气或

上坡路段，经常出现火车轮毂打滑的现象，

这时，在轨道上喷撒砂子，颗粒感十足的砂

子就可以增加轮毂与轨道间的摩擦力，提高

车轮的抓地效果，有效预防因车轮打滑导致

的脱轨事故。

空转保护——火车车轮是铁制的，铁轨

表面也比较光滑，因此，在特殊情况下，例如

启动或者爬坡时，火车需要加大牵引力，确

保正常运行。但在增大牵引力的同时，会面

临摩擦力不足问题，不仅导致车轮原地旋转

不能前进，还可能造成坡停事故，擦伤车轮

和轨面。砂子的喷撒可以保护车轮和轨面

不受损害，还相当于间接提高了火车的牵引

力，列车的启动和爬坡就会变得更加有劲。

清理铁轨——铁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

积累一些污渍，比如油污、尘土、生锈等。这

些污渍不仅影响铁轨的光滑度和摩擦系数，

还会加速铁轨磨损和腐蚀，不及时清除就会

对火车安全行驶带来隐患。而砂子是硬质

的颗粒物质，当车轮碾压砂子时，它可以将

铁轨表面的污渍刮掉或打散，从而使铁轨更

加干净和光滑。

避免火灾——火车在高速行驶时，车轮

与铁轨之间会产生一定的摩擦热，如果遇到

一些易燃物，比如干草、树叶、纸张等，就有

可能引发火灾。砂子是不易燃的物质，可以

在车轮与铁轨间形成隔离层，降低摩擦热的

产生和传递，当车轮碾压砂子时，就会将火

花压灭或隔绝，从而避免引发火灾。

如何进行撒砂？

既然火车往轨道上喷砂子有这么多作

用，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喷、怎样喷呢？

撒砂是个技术活儿，有点式、线式撒砂

之分，什么环境、什么情况用什么方式撒砂，

火车司机必须快速准确作出预判，适当提前

撒砂，把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当火车从静

止状态启动时，火车司机会在启动前或启动

初期踩下撒砂器。这时，撒砂器阀门会打

开，撒砂风路也会通气，将砂箱里的砂子送

到撒砂器里，在高压气体帮助下，砂子被喷

撒到轨道上，从而使火车更加容易启动或加

速。在雨雪天气、结冰路段、下坡路段等情

况下，制动时更需要增加摩擦力，火车司机

会在制动前或制动初期打开撒砂器阀门，从

而使火车更容易减速或制动。

小小一粒砂
刹车全靠它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车头刹得住，必须得撒砂。”

如果你仔细观察，火车车头的轮子前侧有一个喷嘴，运行前，火车司机会将砂子灌进火车砂箱中，在火车行驶过程中，通过喷

嘴将砂子喷撒在铁轨上，增加车轮与铁轨之间的摩擦力，从而增强火车在铁轨上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砂=沙吗？
你以为这些砂子就是普通沙子吗？其

实不然，这些砂子是为火车量身打造的，颗粒

大小、干燥度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

以雁宝能源铁运中心使用的砂子为例，

每一粒砂子都必须符合直径2~3毫米、尘土

不大于5%、规格范围内的砂子比例不少于

80%等规定。它们不是普通的黄砂，是由

石英石破碎后加工而成的石英颗粒，大

小均匀、无杂质，还要经过漂洗、过筛

等环节，只有湿度、颗粒都符合

标准的石英砂才会被使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委

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文提出，到

2026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标准与

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

升，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50

项以上，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在技术创新、产品创造和行业应

用等方面实现快速发展，形成庞

大市场规模。伴随以大模型为代

表的新技术加速迭代，人工智能

产业呈现出创新技术群体突破、

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深

度协同等新特点。

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人工

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

南（2024 版）》从基础共性标准、基

础支撑标准、关键技术标准、智能

产品与服务标准、赋能新型工业化

标准、行业应用标准、安全/治理标

准等七方面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

的重点方向。其中，赋能新型工业

化标准主要包括研发设计、中试验

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

等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标准，以及

重点行业智能升级标准。

据了解，建设指南的制定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

作系统谋划，加快构建满足人工智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工智能+”

高水平赋能需求的标准体系，夯实

标准对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企业发

展、引领产业升级、保障产业安全

的支撑作用，更好推进人工智能赋

能新型工业化。

（来源：新华社）

我国南方近日持续出现强降

雨，多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

“ 面 对 持 续 险 情 ，智 慧 水 利

北 江 流 域 防 洪 联 合 调 度 系 统 及

时 、精 准 地 提 升 了 防 汛‘ 四 预 ’

（即预测、预警、预演、预案）的能

力，成为防汛抗洪科学决策的‘耳

目尖兵’。”长江设计集团数智院

副院长罗斌说，该调度系统基于长

江设计集团WPD水利业务应用敏

捷支撑平台（以下简称“WPD 平

台”）搭建，改变了以往“听汇报、

拍脑袋”的会商方式，做到全过程

“用感知数据说话、靠智能预演

决策”。

在传统基层防汛工作中，气

象、水文、水利、应急各部门都需

将数据进行人工传递，会商时再

逐个汇报数据情况，效率较低。

WPD 平台则利用多种数据源，通

过数据融合技术将不同业务类型

数据进行集成和综合分析，实时

汇聚到防汛指挥中心，提供全要

素信息支撑。

罗斌介绍说，WPD 平台通过

组件化、组态化、流程化技术与防

汛业务深度融合，能快速响应各种

工程对象变化、业务功能变化和模

型知识变化，实现“气象降雨—洪

水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预演—

应急响应预案”全过程敏捷响应，

为防汛提供分钟级高效决策支撑，

提升基层防汛预警能力。

此外，WPD 平台还在长江、汉

江、三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库等

地成功应用，让防汛工作变得更精

准、高效和智能。

（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将新制定

50项以上国家和行业标准
WPD水利业务应用敏捷支撑平台

为科学防汛装上“最强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