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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培育我成為一名院士並不容易，如果只是單純地在實驗室研究，滿足於發幾篇

學術文章，我覺得有愧於國家給的榮譽，所以希望能將自己所學更多地應用於科學實

踐，學以致用，這幾年我也是一直在從事這方面工作。」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身

為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的朱日祥如是說。他指出，當今世界已經是從「資源為

王」轉變為「技術為王」的時代，世界能源戰略的本質是技術創新，中國在科技創新應

用領域還需要更多地探索與實踐。他期待，自己作為發起人攻關研發的智能導鑽技術裝

備體系早日投產應用，藉此開啟中國油氣資源勘探開發的新時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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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科研轉化為先進生產力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朱日祥中科院院士朱日祥。。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力
排
眾
議
啟
用
年
輕
人

「地球科學家是地球的醫生」

朱日祥簡介：

朱日祥表示，全球已探明的煤炭
儲量可再開採200年，中國佔

全球探明地質儲量的21%，但目前
中國煤炭產量卻佔全球產量的
46%，是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
三國總和的兩倍，中國能源二次跨
越的目標就是由煤炭「一支獨
大」，邁向煤炭、油氣、新能源
「三足鼎立」。

目前世界能源消費結構的四大組
成部分中，煤炭消費佔比逾六成，
居於榜首。
朱日祥說，中國急需調整能源消

費格局，減煤、穩油、增氣、推動
開發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從能源
消費結構看，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
較大，但是能源結構改變歷程是不
可逾越的過程，發達國家也是經歷

了各個能源消費階段才發展到
今天」。

大慶油田貢獻巨大
作為地球科學家，朱日祥對

國家能源戰略非常關注。他動
情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發現大慶油田在中國經濟中
的 重 要 性 等 同 『 兩 彈 一
星』！」他解釋說，大慶油田
支撐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與
發展，如果沒有大慶油田的發
現，我國很難快速建立完善的
能源和工業體系；正如毛澤東
所言：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
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上跑
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大
慶油田持續二十多年年產五千
萬噸石油，這對中國經濟的貢
獻是巨大的」。
為什麼能發現大慶油田？朱

日祥告訴記者，這是因為中國
地質學家創建了「陸相生油理
論」，沒有這個理論就發現不
了大慶油田，沒有大慶油田的
發現就不會有勝利等大油田的

發現，若沒有這些陸相油田的發
現，就沒有中國的石油工業，也很
難有中國的化工體系，更不會有中
國經濟的崛起。
朱日祥指出，1993年前中國是石

油淨出口國，靠的就是陸相生油理
論所發現的大油田，因此我們要學
習老一輩地質學家無私奉獻與敢為
天下先的精神。

主持智能導鑽技術裝備體系
「2040年之前，全球化石能源仍
將佔據主體地位，這也是我主持智
能導鑽技術裝備體系專項的一個主
要原因。」過去是誰有資源誰是老
大，現在是誰有技術誰是老大，這
就是時代的轉變。作為中國科學院
A類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智能導
鑽技術裝備體系專項已經啟動近一
年。該專項主要是通過精準刻畫油
氣藏，在精密隨鑽地質導向測量系
統的引導下，利用新型旋轉導向鑽
井工具，實現地下深部智能「巡
航」鑽井，實現低成本、高採收率
的油氣開採。朱日祥說，如果要降
低燃煤，那就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天
然氣來替代。
朱日祥介紹說，智能導鑽裝備體

系需要多參數的測量和高精準複雜
的控制技術，屬於高集成度的智能
系統，專門針對中國複雜的含油氣
地質結構而研製，是國內乃至世界
都比較先進的技術體系，將會大幅
度降低油氣開採成本。項目規劃
2017年6月啟動， 2022年5月底完
成，「2019年之前，關鍵技術將會
取得突破」。

自主研發力爭打破進口依賴
「我們在技術創新方面還是不夠

的。」朱日祥說，世界能源結構走
到今天，看似是資源問題，實際上
是技術問題。上世紀60年代開始，
美國是世界石油第一進口大國；兩

次中東戰爭之後，美國認識到石油
依賴進口的危機，因此提出能源獨
立戰略，開展技術創新至今。美國
從2007年頁岩氣革命到現在天然氣
產量居世界第一，約8,000億立方，
頁岩氣革命使美國走向能源獨立成
為了可能。中國頁岩氣產量雖居世
界第二，但勘探開發的高端技術基
本依賴進口，這一現狀也時刻刺痛
着國人的心。這也促使朱日祥發起
智能導鑽技術裝備體系的立項，力
爭通過自主研發與技術突破，徹底
打破高端技術嚴重依賴進口的被動
局面。
「中國的複雜地質情況也決定了

我們必須做這件事。」朱日祥指
出，中國的地質情況複雜導致勘探
開發難度大，而中國的發展又亟需
大量的能源，「所以研發智能導鑽
技術裝備對保障國家能源戰略非常
重要」。
目前，該項目已經完成了多支儀

器的詳細技術方案設計，按2021年
在生產井開始作業的計劃，「2020
年前，十餘支主要儀器要全部進入
油田現場開展試驗」。
「科學研究是為國家服務的。我

們的目標就是希望產學研用相結
合，解決中國油氣工業的實際難
題。同時希望未來三年內在國家油
氣重大專項中得到進一步支持，徹
底擺脫受制於人的局面，讓自主研
製的智能導鑽裝備為中國的油氣工
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對此我充滿
信心！」

「我國在地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
並不落後，但是裝備技術與發達國
家差距明顯」。朱日祥說，國內產
學研用嚴重脫節，導致許多創新的
研究成果無法轉換成先進的生產
力。他表示，科學研究成果的轉化
必須要與市場緊密聯繫在一起，
「所以在智能導鑽技術裝備項目發
起的第一時間，我就邀請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國內三大油公司參
與到裝備研發中，他們是研發成果
的最終用戶，代表了市場需求，對
研發成果的實用性也最有發言
權」。朱日祥說，「如果我們只管
技術研發不管市場需求，即便是研

究出來一流的成果，市場不買單，
那又有什麼用呢？」
他感慨，科技要成為第一生產
力，必須與金融和市場緊密結合，
要讓市場第一時間了解科研成果的
潛在價值。他說，此次國家機構改
革，將科技與經濟統籌管理，這無
疑會促進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凸顯
了科技創新作為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也必將促進產
學研用深度融合，使更多的科研成果
融入到國民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朱日祥說，自己能夠在比較年輕

時就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憑借的
是純理論研究，但是近幾年卻轉而

一直在做與科學研究應用相關的工
作，「國家把我培養成院士，我有
責任要做一些推動中國科技真正變
成第一生產力的事情，而不能再滿
足於發幾篇科研論文」。他說，現
在中國是全球發表論文第一大國，
好多人開始沾沾自喜，對此，他並
不認同。
「如果國家設立的一些高新技術

研發項目只是閉門造車，出門不合
轍、市場不認可，那沒有多少實際
意義」。朱日祥說，技術研發項目
就是要產學研用相結合，先學先
試。智能導鑽技術裝備體系就是要
提高採收率，降低開採成本。

曾從軍數年的朱日祥至今仍
保留着軍人那份果斷和擔當。
當年，他年僅四十多歲就當選
為中科院院士，是當時最年輕
的院士，這也使現在的他對年
輕人格外偏愛。
在智能導鑽技術裝備體系立項

時，朱日祥就力排眾議，讓年輕
人成為這個上千人團隊重要崗位
的負責人。「年輕人有很強的學
習和創新能力。當時有很多人質
疑我的安排，因為這些年輕人有
的還只是個工程師，就讓他擔任
那樣重要崗位。科學院是不缺教
授的地方，但我覺得，這些年輕
人都是一張白紙，不像那些已經
成名的教授，需要時時刻刻維護
自己的羽毛，年輕人可以奮不顧
身往前衝。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
既是機遇，同時也是挑戰。」
「幾千萬的項目，就找個工程

師負責？」如此的質疑和非議並
沒有讓朱日祥動搖，「雖然備受
爭議和指責，但是我堅持要用年
輕人。」他承認，當時的「力排
眾議」讓自己面臨很大的壓力，
「如果一個項目是名教授負責，
局外人自然就會感覺更穩妥，而
用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就會感覺
有些不靠譜。但我卻一直對年輕
人的創造力堅信不移！」
朱日祥說，年輕人很容易接受

電子、機械、計算機等行業的新
鮮事物，能夠迅速學習前沿知
識，而且可以承受項目的巨大工
作量，加得了班、熬得了夜。
「我是學理論物理，後來轉而從
事地學研究，我本身就不是一個
太循規蹈矩的人。這種開拓性的
技術研發項目循規蹈矩肯定很難
取得突破，而且開創性的工作原
本就沒有規矩可以追尋。」

在談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時，
朱日祥說：「我認為中美貿易之間
摩擦的核心是科技衝突，美國人手
裡的牌是高技術。」
他指出，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
阻止了歐洲製造芯片，上世紀八十
年代，日本開始研製芯片，美國通

過貿易戰，又打垮了日
本，進而壟斷了全球的芯
片市場，成就了今天美國
芯片獨大的局面。
「在同美國的較量中，

中國跟歐盟不一樣。歐盟
有那麼多國家，不能齊心
協力。中國體量大且同屬
一個國家，可以齊心協力
團結一致。」他說，雖然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飛
速發展，中國取得了巨大
的進步，但是距離引領世

界科技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中國
人口是美國的四倍，GDP才是美國
的三分之二」。在科技方面，特別
是基礎研究方面與美國相比，差距
還很大，我們不能盲目樂觀。
「芯片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技

術」。早在十年前國家實施「千人

計劃」時，朱日祥就從美國引進了
四個「千人計劃」團隊到中國專門
研發MEMS（微機電系統）芯片，
目前該芯片研究項目已在浙江嘉興
南湖落地，生產線都已建成，預計
今年投產。

芯片體現國家核心競爭力
朱日祥回憶說，當時有很多人質

疑說，從事地球科學研究的單位，
怎麼不務正業搞芯片？但朱日祥認
為，芯片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
體現，是必須解決的關鍵技術問
題，雖然不能肯定我們可以研發出
最好的芯片，但起碼能研發出能源
行業急需的芯片。「十年前我們引
進的人才，今天作出了貢獻。現在
我們的智能導鑽裝備體系研發項
目，也有團隊在研究能源領域急需
的傳感器」。

未雨綢繆引進芯片研發團隊

「地球就像人一樣，她也在按照自
己的規律成長。」在朱日祥看來，人
類對地球的了解最多只有5%，「人類
對地球的認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地球是一個古老的星球，已有46億
年歷史，經歷了大撞擊、多次生物大
滅絕、大陸漂移等滄桑巨變，今天仍
舊處在壯年期。地球科學是一門古老
的科學，是在人類求生存鬥爭中發展
起來的。朱日祥說，在今天，為解決
人類社會需求，地球科學仍面臨許多
挑戰和機遇。

在被問及如何看
待地球科學家與地
球的關係時，朱日
祥說：「我認為學
地球科學的人就像
地球的大夫」。朱
日祥解釋說，醫生
對人類的了解其實
並不多，就像地球
科學家對地球的認
知還非常有限一
樣。

他說，地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是
人類根本無法操縱的，「地球的氣候系
統必然按照她自己的規律在行進」。
「46億年的地球正值壯年，而人類這
個物種才幾百萬年的歷史」，人類對地
球來說是如此渺小、年輕。當今，由於
人類擴充太快，導致一系列的環境問
題，這將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對整個
地球而言，人類存在至今的時間只不過
是一瞬間。「因此不應當說人類拯救地
球，人類救不了地球，而應該是拯救人
類自己。」

朱日祥，1955年生於山西大同，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78
年畢業於山西大學物理系，1984年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獲碩士學
位，1989年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地質與
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曾兼任第三世界科學院地球科學獎勵委員會主席。
200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11年當
選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會士。長期從事地球科學基礎理論和實驗研究，在地
磁極性倒轉、地磁場與地球深部過程相關性、克拉通破壞以及全球構造等領
域取得了富有創新的成果，開拓了「理論創新、技術研發、勘探突破」三位
一體的研究模式，從理論上提出了「克拉通破壞型金礦」新類型，為地學科
技創新驅動國家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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