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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院级领导 历史沿革

组织机构 科学技术委员会

研究方向与学科带头人

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

水利部水闸安全管理中心

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水利部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科学研究

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水工水力学研究所

河流海岸研究所

岩土工程研究所

材料结构研究所

大坝安全与管理研究所

农村水利研究所

生态环境研究所

海洋资源利用研究中心

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科研平台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港口航道泥沙工程交通行业重点实

验室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实验室

通航建筑物建设技术交通行业重点

实验室

水利部水库大坝安全重点实验室

国家能源水电工程安全与环境技术

研发中心

水科学与水工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水利部水文水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水利部水工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水利部农村水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试验基地

院本部科研及科技创新基地

铁心桥水科学与水工程实验基地

滁州实验基地

杭州农村电气化与再生能源研发基

地

当涂科学试验及科技开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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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方“深海一号”大气田投产 能源站设计寿命达150年

日期：2021年07月14日 10:47:07 来源：转自国家能源局网站 点击数：1037次 字号：【大 中 小】

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许，随着水下机器人顺利开启1500米深水下油气阀门，油气通过水下管汇

进入生产处理系统，海面火炬点燃，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宣布，我国自营勘探开发的首个1500米

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正式投产。这是我国深水油气开发和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的重大突破，标

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从300米深水向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海油介绍，“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东南150公里，由我国海工旗舰“海洋石油

981”半潜式钻井平台于2014年钻探发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

米，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是我国迄今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

田。

据悉，国际上通常将水深超过300米定义为深水，将1500米水深以上称为超深水。深水是油气资

源重要的接替区，全球超过70%的油气储量蕴藏在海洋之下，其中40%来自深水；我国南海油气资源

极其丰富，石油资源量约251亿吨，天然气约36.5万亿立方米，约一半蕴藏在深海海域。

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起步较晚，但经过近20年自主创新，中国海油已相继攻克深水、高温、

高压三大世界级油气勘探开发难题，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

系，使我国跃升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勘探开发深水油气资源的国家之一。

为高效开发“深海一号”大气田，中国海油采取“半潜式生产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道”

的全海式开发模式，并为其量身定制了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

号”能源站。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项目总经理尤学刚介绍，能源站按照“30年不回坞检修”的

高标准设计，设计疲劳寿命达150年，可抵御千年一遇的极限环境条件；其最大排水量达11万吨，相

当于3艘中型航母。“它是我国海洋工程装备技术集大成之作”，实现了3项世界首创，即首创半潜

平台立柱储油，最大储油量近2万立方米；采用世界跨度最大的半潜平台桁架式组块；首次在陆地上

采用船坞内湿式半坐墩大合龙技术。同时实现13项国内首创技术应用，并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平台建

造速度之最。

“深海一号”能源站的建成投用可带动周边陵水25-1等新的深水气田开发，形成气田群，依托

已建成的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天然气管网大动脉，最大限度开发生产和输送天然气资

源。预计到2025年，我国南海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三个盆地天然气探明储量将达1万亿立方米，

建成“南海万亿大气区”。

中国海油透露，“深海一号”气田投产后，所产天然气将通过海底管道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

每年向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可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使南海天

然气供应能力提升到每年130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海南省全年用气量的2.6倍。（记者 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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