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府深煤層大氣田位於陝西省榆林市，地處鄂
爾多斯盆地東緣，煤層主要埋深2,000米左

右，單層厚度在6米至23米之間，每噸煤平均含
氣量達15立方米，目前該區域已部署探井超100
口，單井最高日產氣量達26,000立方米。

開發難度隨埋藏深度增加
煤層氣是指儲存在煤層中的天然氣，俗稱「瓦
斯」。業內通常將埋深超過1,500米的煤層氣稱為
深部煤層氣。相較於中淺層煤層氣，深部煤層氣
成藏機制及地質條件更加複雜，隨着埋藏深度增
加，地層溫度、地層壓力和應力都會大幅增長，勘
探開發難度更大、成本更高。
據了解，神府深煤層大氣田是中國海油繼山西臨
興氣田後，三年內在鄂爾多斯盆地發現的第二個千
億方大氣田。據統計，我國埋深在2,000米以內的
煤層氣資源量超過30萬億立方米，其中，深部煤
層氣資源量約佔1/3。

新工藝路線 儲量變產量
我國煤層氣資源豐富，一直以來，煤層氣的勘探

開發大多集中在埋深小於1,000米的煤層。由於缺乏
配套的工藝技術，埋深超過1,500米的煤層長期以來

被視為勘探禁區。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採用新的工
藝路線，變儲量為產量？
中國海油中聯公司副總經理朱光輝解釋說，通過

加強深部煤層氣成藏機理研究，創新提出緻密氣與
煤層氣「互補式」「立體式」勘探理念，加強儲層
改造和排採工藝研究，利用已鑽緻密氣低效井開展
深部煤層氣試驗，有效地加快了深煤層的勘探進
程。
開發過程中，重構壓裂思路，由中淺煤層壓裂
技術轉向應用頁岩氣壓裂技術，採用超大規模壓
裂進行作業，通過持續優化壓裂施工參數及壓裂
工藝，形成了適用於神府區塊深煤層開發的技術
體系，打造全業務鏈條協同工作模式，成功把儲
量變產量。

勘探開發技術取得明顯進展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張遂安解釋說，由於

中國煤層氣地質條件複雜、成煤時期多、成煤特徵
多樣化、多期構造疊加等特點，導致煤層氣成藏條
件複雜、氣藏類型多，煤儲集層品質差異大、非均
質性極強，勘探開發難度極大。
當前我國煤層氣商業規模化開發主要集中在沁水

盆地和鄂爾多斯盆地。經過近40年的探索與發
展，我國煤層氣勘探開發理論與技術取得明顯進
展。尤其是近年來，通過加大科技攻關力度，已相
繼攻克薄煤層、深部煤層氣等難題。在鄂爾多斯盆
地，我國已成功實現中淺煤層氣、深部煤層氣、緻
密氣聯合立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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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現首個千億方深煤層大氣田
位於陝西榆林 地處鄂爾多斯盆地東緣 探明地質儲量超1100億立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

道 ，中國海油23日發布消息，在鄂爾多斯

盆地東緣發現我國首個千億方深煤層氣

田——神府深煤層大氣田，探明地質儲量

超1,100億立方米，對保障國家能源安全、

助力西部大開發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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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成都報
道）以「融通中外，共譜新章」為主題
的第十一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23日在成
都開幕，來自五大洲59個國家和地區的
近300家華文媒體代表人士參加論壇。
本屆論壇由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四
川省人民政府和中國新聞社主辦。
全國政協副主席邵鴻在開幕式上致辭

指出，華文媒體具有跨語言、跨文化的
優勢，是中外文明對話的前沿者，希望
華文媒體發揮自身優勢，讓國際社會更
能讀懂「中國智慧」與「中國理念」，
理解「中國道路」與「中國立場」。
世界華文傳媒論壇以「研討、交流、

聯誼、發展」為宗旨，是規模最大的華
文媒體高層交流平台，自2001年起已
成功舉辦十屆。今次是成都繼2007年
後第二次舉辦世界華文傳媒論壇。論壇
期間將舉行高端論壇及多個平行分論
壇，邀請專家學者和華文媒體人，就中
國新時代與華文媒體新機遇、以媒為橋
促文明互鑒民心相通、中華文化的國際
傳播、華文媒體融合發展等多個議題展
開對話交流，並發布世界華文媒體發展
趨勢專題研究報告。

海外華媒冀講好中國故事
《歐洲時報》社長鍾誠表示，海外華

文媒體趕上了一個信息互聯、人工智能
的新時代，應該積極探索新技術、新業

態、新方式，讓更多海外僑胞和國際友
人以及「Z 世代」年輕人「讀懂中
國」；應該加強與教育、文化、經貿等
各領域的聯動，以更多元、更直接、更
有效的方式提升輿論傳播力、影響力，
讓外國民眾了解中國、理解中國，喜歡
中華文化；應該堅守華人本色，團結協
作，勇毅前行。
《非洲時報》常務副社長、總編輯梁
銓認為，非洲文化和中華文化在文學、
藝術、音樂、舞蹈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
處，如何發揮華文媒體的作用，在非洲
傳播推廣中華文化，是值得思考和探討
的課題。「華文媒體首先要了解非洲文
化，這樣才能與中華文化有機融合。其
次，不能『生搬硬套』地把中華文化
『搬』到非洲，可以在活動中把中華文

化融進去，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中國與西方在文化上加強溝通還有
很大空間，大家在文化領域很容易找到
共同相通的價值觀。」在加拿大《加中
時報》創辦人蔡亮亮看來，講好中國故
事、華人故事，需要用西方聽得明白、
聽得進去的方式，而並不是只是用英
文，「多講文化故事、接地氣的故事，
就是華文媒體可以去做的事」。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首席代表林天良則
以今年很火的音樂文化交流節目《聲生
不息．寶島季》為例，闡釋了兩岸文化
交流的故事。「兩岸媒體人特別是影視
製作團體可以合作，多多拍攝《聲生不
息．寶島季》這樣的節目 ，讓台灣年
輕人在潛移默化中了解祖國大陸、了解
中國文化。」

第十一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成都開幕

◆ 10 月 23
日，第十一
屆世界華文
傳媒論壇在
成都開幕。
圖為高端論
壇現場。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
匯報記者任芳頡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毛
寧23日表示，中方歡迎澳大利亞總理
阿爾巴尼斯應李強總理邀請訪華並出席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

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22日表
示，他將於11月4日至7日訪華並出席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方能否
證實？
「中方歡迎阿爾巴尼斯總理應李強總

理邀請訪華並出席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毛寧說，「一個健康穩定的
中澳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
益，也有利於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
她表示，中方願同澳方一道，加強高

層交往，增進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
國關係持續改善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
民。

進博會報名展商恢復至疫前水平
據了解，第六屆進博會將於11月5日
至10日在上海全面線下舉辦，預計將
迎來154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來
賓，其中，國家展的72個參展方中共
有64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目前
已有超過3,400家參展商和39.4萬名專
業觀眾註冊報名，全面恢復到疫情前水
平。百餘名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
全球總部高管已確認來華參加進博會，
規模創新高。
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23日介紹，本

屆進博會參展國別覆蓋五大洲，已有
69個國家和3個國際組織確認將參加國
家展。其中，11國首次參展，34國首
次線下參展，洪都拉斯、哈薩克斯坦、
塞爾維亞、南非、越南等5國擔任主賓
國。中國館增至2,500平方米，規模為

歷屆之最，現場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
就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為主題，設立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十周年成就
展」，重點展示中國推進高水平開放和
高質量發展的最新成果。

超400項新產品技術將亮相
本屆進博會企業展展覽面積達到約
36.7萬平方米，參展的世界500強和行
業龍頭企業數達289家，均超歷屆水
平。展區設置聚焦高質量發展和高品
質生活，能源低碳、人工智能等科技
前沿類展覽專區以及生活消費類題材
展覽面積增長30%，超過400項新產
品、新技術、新服務將集中展示。同
時，各地方和有關部門組建了39個政
府交易團和4個行業交易團，下設750
餘個交易分團，將多措並舉促進成
交。

澳大利亞總理將訪華並出席進博會

◆全年糧食產量有望再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神府深煤層大氣田三鑽機同台作業。 網上圖片

◆神府深煤層大氣田首口深煤層水平井排採現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於23日國
新辦舉行的2023年前三季度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了解到，
今年糧食生產克服黃淮罕見「爛場雨」、華北東北局地嚴重洪澇、西
北局部乾旱等災害影響，產量有望再創歷史新高，連續九年保持在1.3
萬億斤以上。儘管今年夏糧比上年略減25.5億斤，但早稻增產4.3億斤
連續四年增產，且秋糧面積13.1億畝，比上年增加了700多萬畝，目前
全國秋糧已收81.3%，增產已成定局。另外，與波動劇烈的國際糧價相
比，中國糧價總體穩定，今年秋糧旺季收購量預計在兩億噸左右，優
質優價的特徵更明顯。

秋糧增產可實現「以秋補夏」
今年華北東北局部洪澇，西北局部乾旱，造成受災地區糧食減產，
重災農戶甚至絕收。在此情況下，全國糧食為何還能豐收？「今年夏
糧產量 2,922.6 億斤，比上年略減 25.5 億斤，但仍處於歷史第二高
位。」農業農村部總農藝師、發展規劃司司長曾衍德說，秋糧面積穩
中有增，除局部受災外，大部分地區光溫水匹配較好，總體呈增產態
勢。大豆面積連續兩年穩定在1.5億畝以上，落實大豆玉米帶狀複合種
植面積2,000萬畝。油菜籽面積、產量實現「雙增」，花生、油葵等其
他油料作物也呈穩產態勢。
「局部點上災情確實重，全國面上災情較輕。」農業農村部種植業
管理司司長潘文博舉例稱：黑龍江五常今年洪澇受災130萬畝左右，佔
當地水稻面積的一半，佔黑龍江水稻面積的2%，佔全國水稻面積的
0.3%。據農情調度，預計今年秋糧面積13.1億畝，比上年增加了700
多萬畝。與此同時，300個重點縣單產提升對糧食豐收的貢獻率達到
73%，有效地對沖了洪澇、乾旱等災害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全年糧產可達1.3萬億斤以上目標
對於全年糧食能否實現1.3萬億斤的目標？潘文博表示，夏糧因黃淮

罕見的「爛場雨」略減25.5億斤，早稻增產4.3億斤，從目前掌握情況
看，秋糧增產完全可以實現「以秋補夏」，「夏糧、早稻、秋糧這三
季算下來，全年糧食產量有望再創歷史新高，可以實現全年糧食產量
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的預期目標。」

糧源充足 優質優價特徵更明顯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負責人劉涵在發布會上表示，今年以來

國際糧食價格波動劇烈，特別是國際大米價格一度創下15年來的新
高。與國際糧價大漲大跌相對的是，中國糧食價格總體平穩。其中，
稻穀供需平衡，價格持平略漲，9月份收購均價每斤1.4元，比1月份
高0.7%。小麥產量較高，9月份批發均價每斤1.52元，比1月份低
5%。玉米價格穩中有漲，9月份產區批發均價每斤1.41元，比1月份高
1.4%。
劉涵表示，目前秋糧陸續豐收上市，逐步進入購銷旺季，據國家糧

食和物資儲備局調度，今年秋糧旺季收購量預計在兩億噸左右，保持
在較高水平。綜合常年市場運行規律和國內外供需形勢，預計今年秋
糧收購市場總體將以穩為主糧收購市場總體將以穩為主，，其中其中，，中晚稻的質量好於常年中晚稻的質量好於常年，，市場糧市場糧
源供應充足源供應充足，，總體價格有望穩定在最低收購價之上總體價格有望穩定在最低收購價之上，，優質優價的特徵優質優價的特徵
更明顯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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