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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試採海底可燃冰
全球首例 革新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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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德里的以色列外交官前日遭
炸彈襲擊，被指為伊朗所為後，泰國
曼谷昨日亦發生涉及伊朗人的連環爆
炸案。一名懷疑逃避警方追截的伊朗
男子，逃跑時卻誤炸雙腿，另造成3男
1女受傷。以國國防部長巴拉克指責伊
朗幕後策劃這次爆炸。

疑兇誤炸斷雙腳
被炸斷雙腿的莫蘭迪據報於本月8日

從布吉抵達曼谷後，與另外兩名伊朗
人合租單位。3人疑在內製造炸彈失敗
率先爆炸，逃走時因計程車拒載，莫
蘭迪一怒之下再向其擲炸彈。他向到
場調查的警員投擲炸彈，引發第3爆
時，炸彈中樹反彈，結果炸斷自己雙
腿，波及附近的電話亭、警車及商
店。而計程車司機和另外2男1女同告
受傷。
警方在現場檢獲莫蘭迪的護照，其

後在他於素坤逸路地區的單位內搜出
更多炸藥，並在機場拘捕其中一名在
逃者。總理英拉已下令外交部向伊朗
政府尋求協助，調查涉案者是否恐怖
分子及進入泰國的目的。

伊朗稱遭「宣傳戰」
印度當局繼續調查前日的炸彈案，

內政部長齊丹巴蘭稱，相信該襲擊是
訓練有素的恐怖分子所為。事件中受
傷的以色列駐印大使夫人柯倫目前傷
勢穩定，另外包括司機的3名傷者則已
出院。據報以國已派專家到當地搜
證。
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指伊朗及黎巴

嫩真主黨要為事件負責，聲言以「強
硬手腕」反擊。伊朗外交部否認與襲
擊有關，稱這是針對伊朗的「宣傳
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每日郵報》/中新社/中央社/新華社

曼谷3彈連爆 以國指伊朗策劃
阿根廷和英國就馬爾維納斯群島(英

稱福克蘭群島)主權爭端再度升溫，阿
根廷勞工組織前日宣布全面抵制英國
船隻和航班。荷里活著名影星辛潘亦
發聲撐阿根廷，他當天與該國總統克
里斯蒂娜會面後，呼籲英國參與「阿
根廷馬島」的主權談判，指當今世界
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
阿根廷民間正發動聲勢浩大的「全

民為馬島」行動，支持阿政府在馬島
問題上的堅定立場。阿根廷運輸工人
聯合會前日發聲明稱，從即日起，所
有懸掛英國旗的船隻在阿根廷港口停
靠，運輸工人將拒絕為其裝卸貨物，
也不會提供大型裝卸設備。
因英國船常懸掛百慕大、開曼群

島、巴拿馬和馬耳他等旗幟，來自上
述國家和地區的船也將受抵制。聲明
強調，阿根廷是熱愛和平的國家，但
從政府到民間，收回被佔領土的決心
非常堅決和一致。阿根廷航運聯盟隨
後宣布，運輸工人亦將集體抵制屬於
英國及相關國家的飛機。

■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新華社

可燃冰是甲烷分子與水分子結
合形成的晶體，中國、加拿

大、美國及挪威均積極尋求開
發。日本今次鑽井測試，是為明
年1至3月計劃的生產試驗作前期
準備，深海探測船「地球號」昨
日由靜岡市清水港出發，並在渥
美半島以南約70至80公里海域待
命，準備測試。

千米海底鑽4井
報道稱，鑽探工作預計使用安裝

人造金剛石的鑽頭，於水深約1,000
米的海底，向下鑽探約260米，觸

及蘊藏可燃冰地層後，建立4個鑽
井。其中一個鑽井將用作實際生產
試驗，其餘則監察生產前後周圍環
境及溫度變化，收集數據作進一步
研究。

相當於12年天然氣用量
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前於東部南海

海槽海域一帶進行調查發現，該處
海底蘊藏最少1.1萬億立方米的可
燃冰，相等於日本約12年的天然氣
消耗量。日本計劃作商業開採直至
2018財政年度，JOGMEC早於2008
年在加拿大海域透過減壓技術，成

功首次示範連續6日將水合物儲備
轉化成甲烷氣體。
去年東日本大地震觸發福島核危

機，日本關閉多個核反應堆，令天
然氣入口量大增，開採可燃冰有助
紓緩能源緊張狀況。
日本目前是全球進口液態天然氣

最多的國家，經濟產業省本月2日
舉行鑽井開幕禮，副大臣牧野聖修
當日表示，期望可燃冰能成為本地
生產的可靠能源，指福島核事故令
他再次肯定替代能源的重要性。

■共同社/路透社/日本新聞網/

日本《讀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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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家早前發現大量名

為「甲烷水合物」（俗稱可燃冰）

的天然氣冷封於海床，因蘊藏

能量之多被譽為「奇跡氣體」。

日本經濟產業省委托的「石油

天然氣和金屬礦產公司」

（JOGMEC）透露，昨晚在愛知

縣沿岸海域開展可燃冰鑽井測

試，若取得成功，將成為全球

首個海底可燃冰生產點，帶來

另一種較潔淨的能源供應。

耗能源欠穩定
開採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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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預算強化海軍 加緊遏華

■日本深海探測船「地球號」已經待命，準備可燃冰鑽井測試。 網上圖片

■可燃冰樣品。 資料圖片

全球熱探可燃冰
自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於海底發現可燃冰後，全球掀起大規模的可燃冰研究及

勘探熱潮，至今有超過40個國家進行研究工作，可燃冰的礦點達100多處。

■美國

全球可燃冰調查研究最活躍的國家，已計劃於2015年起作商業性開採。據調

查，阿拉斯加、南、北卡羅萊納州及東部大陸邊緣布萊克海台等地，皆蘊藏豐富

天然氣水合物，總藏量估計約有3,172萬億至19,142萬億立方米，能滿足全國未

來數百年需要。

■加拿大

自1993年發現可燃冰後，2002年與日本國家石油公司建立更廣泛合作關係，

重返北極Mallik地區，進行首次可燃冰現代化生產測試。因全國有一半陸地位處

永久凍結帶，賦予當地非常好的油氣資源潛力，故政府尤重視開發的潛在利益，

以維持北部及海岸區經濟發展基礎。

■前蘇聯

首個國家成功開採可燃冰。第一個被發現的可燃冰礦田「麥索亞哈氣田」，因

含可燃冰，令氣田儲量大增78%，至今從該氣藏的游離氣中約產出80億立方米天

然氣，而從分解的可燃冰中則出產約30億立方米天然氣。學者估計，俄羅斯當地

遠東及南部海底亦蘊含豐富的可採天然氣。 中新社

開採可燃冰被視為解決能源短缺的出路，不過若日本要
大量開採，必先面對龐大能源消耗問題。以目前技術水
平，將海底可燃冰輸送回地面所需的能源，遠高於自身能
源含量，加上開採基建投資巨大，隨時得不償失。
環保是另一現實問題，由於甲烷水合物的化學狀態不穩

定，意味開採時會產生「泡沫效應」，在海中洩出數百萬
噸甲烷泡。日本有關人士擔心，或導致可燃冰大量氣化，
擴散至大氣中，可令地球平均氣溫在10年內上升攝氏4
度，加速全球暖化。同時在海中放置大量開採機器，無可
避免會破壞海洋生態。
成本問題同樣惹關注，可燃冰分佈無規律，不及油氣田

穩定。開採可燃冰的不同方法，所需費用亦不同，而勘測
海洋可燃冰的費用遠高於陸地，不過後者往往是生態脆弱
地區，勘探運輸工程等相關設施費用不菲。 ■本報資料室

納「十二五」中國急追美日
全球多國加緊勘探開發可燃冰之

際，相關工作去年已納入中國國家
「十二五」規劃，據悉政府未來10年將
繼續在南海大力投資。中國期望2025
年開展商業開採，不過其開採技術明
顯落後美國及日本，有待急起直追。
中國是全球第3凍土大國，亦是第3

個陸上取得可燃冰的國家，凍土區面
積達215萬平方公里。據研究，青藏
高原、東北凍土區、東海、南海、黃
海的大陸坡及其深海，都可能蘊存體
積巨大的可燃冰。專家估計，中國可
燃冰資源量將超過2,000億噸油當量，
當中南海海域佔650億噸，青藏及黑
龍江的凍土帶則有逾1,400億噸。
由中國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製的

載人潛水器「蛟龍號」有望今年3至5
月赴南海進行首次勘探考察任務，並
直接獲取「可燃冰」樣品。「蛟龍號」
屆時將利用機械手等作業工具，完成
保壓取樣和潛鑽取芯等任務，對原位
微環境進行現場測量，定點獲取水合
物分解形成的碳酸鹽樣品、水樣品
等。 ■本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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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合

共逾1.31萬名兵員，正參與在泰國為期兩周的「金色眼鏡

蛇」聯合軍演。訓練中，美國海軍士兵更有機會學習野外

求生技能，仰首喝下眼鏡蛇血。這種駭人的場面出現在泰

國位於梭桃邑的軍事基地。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泰國海軍指

揮官示範下，學習獵殺眼鏡蛇、進食毒蛇內臟、割下雞

頭、進食昆蟲和其他求生技能。 《每日郵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宣布總值3.8萬億美
元（約29萬億港元）的2013年度財政預算
案，同時向國會提交新國防預算，因應國
會的削支要求，新財年國防經費總額為
6,139億美元（約4.8萬億港元），低於上兩
個財年。報道稱，預算案把經費優先建造
海軍艦艇，確保美國在南海的軍力，使聚
焦亞太、抑制中國影響力的新國防策略更
趨完善。
新預算案旨在短期內刺激經濟、促進就

業，並確保未來10年削赤4萬億美元（約31
萬億港元）。當中更提出未來10年向企業和
富人加稅1.5萬億美元（約11.6萬億港元），
並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
預算案還顯示，新財年的基礎國防預算

約5,254億美元（約4.1萬億港元），及885億

美元（約6,862億港元）海外作戰開支，分
別較2012財年減少1%和23%。

增強潛艇導彈攻擊力
在修改裝備方面，預算案的經費分配重

視海軍艦艇的新建和改建費用。除核動力
航母和宙斯盾驅逐艦的建造費外，亦列入
提高潛艇導彈攻擊能力的相關費用。
預算案招共和黨猛烈抨擊，稱預算案是

奧巴馬的「競選文件」，會令經濟變得更
糟。
報道稱，奧巴馬雖致力削赤，但美國國

債於2021年將高達18.7萬億美元（約145萬
億港元），較他去年9月的預測高出逾1萬億
美元（約7.8萬億港元）。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中央社/中新社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公布來年預算，因預算
削減，決定取消原本跟歐洲太空總署協作的火星探索任
務，轉而重啟自家的火星探索計劃，並將資金投放於韋
伯太空望遠鏡、重型運載火箭及新型載人太空船等大型
任務，同時又計劃於月球以外設立載人基地，作為探索
外太空的踏腳石。
原本兩者協作的探索火星任務「ExoMars」，計劃於

2016年及2018年發射火星探測器，蒐集火星樣本以尋找
生命跡象。NASA行政官員博爾登前日公布，新財年預
算只有177億美元（約1,372億港元），比今年的減少
0.3%，故無法負擔該任務。
NASA亦將組成新團隊，於月球背面的地月平動點

「停泊」載人前哨基地，方便探索月球及周遭太空，及
作火星任務的中途站。如計劃成功，太空人前往該基地
將成為人類從地球出發的最遠太空旅程，比阿波羅登月
計劃的太空人旅程還要遠15%。 ■《每日郵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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