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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选择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收

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震荡，各股指小幅收涨，

盘面上个股涨跌各半，电池、房地产板块表
现较好，北上资金净买入约47亿元。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61只，跌停11只。技术上
看，沪深股指均继续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
计成交9560 亿元环比萎缩；60 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收复 5 小时均线，60 分钟
MACD指标仍保持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
在权重股的作用下，市场周二止跌企稳，尽
管成交量萎缩，但短周期指标还是得到一
定修复，不过能否就此止跌回升还需观察，
以沪指为例，后市还会反复考验3000点整
数关口。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
增加。综合来看，由于市场已进入时间窗
口周，权重股护盘意义重大，短期耐心等待
市场选择。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华
创 云 信（600155）120 万 股 、会 稽 山
（601579）65 万股、卓胜微（300782）5.8 万
股、太极实业（600667）120万股。资金余
额 11818406.95 元，总净值 40945046.95
元，盈利20372.52%。

周三操作计划：太极实业、华创云信、
会稽山、卓胜微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从遥远天宫到浩瀚深海，从孤烟
大漠到崎岖盆地，科技工作者从未停
下对深度探索的脚步。

3月4日，世界陆上第二口、国内首
口万米深井诞生，位于新疆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深
地塔科1井成为深地工程新地标。同
时，国内第二口万米深井，位于四川盆
地的深地川科1井也正朝着万米进军。

为何要执着于1万米深井？国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深海、深
地、深空、深蓝四大领域战略部署。当
下，油气勘探是深地工程中能较快看到
成果、率先实现产业落地的领域之一。

因国内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深井
钻探成为摆在油气专家面前的世界性
难题。不过，随着新理念、新材料、新
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赋能，我国
钻井深度纪录不断被打破，也将进一
步探索出超深井工程的商业化路径。

国内万米深井实现零的突破

2023年，中国在数月内相继开工两
个万米超深钻井项目，引起了全球的高
度关注，这是比肩探月的大国工程。

今年3月4日，深地塔科1井钻探
深度成功突破1万米，标志着我国自
主攻克了万米级特深井钻探技术难
点。此前，全世界陆上真正垂深超1
万米的井只有1口，即苏联开发的科学
钻探井——科拉SG-3，深度12262
米。这口井钻探耗时23年，而深地塔
科1井仅花了279天。

油气行业内，通常将井深4500米
至6000米的钻井定位为“深井”，6000
米至9000米为“超深井”，超过9000米
为“特深井”。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
作为国内两大油气富集地，也是国内
陆上超深井主要分布地，目前国内第
二口万米深井——深地川科1井正在
四川盆地加速向深部“进军”。

石油、天然气是重要战略保障，关
系着国家能源安全。自2021年开始，
我国已成为全球除美国、俄罗斯、伊朗
外第四大天然气产量大国，随着油气
勘探不断深化，国内6000米以内完钻
井技术正趋于成熟，地质工作者开始
拓展思路。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总经理
雍锐说：“浅层、难度小的一些层系已开
发得比较完善，未来天然气勘探主要目
标是深层和超深层，特别是四川8000米
以下的地下区域，资源量巨大。”

眼下，超深层时代已来，但如何实
现安全、高效、低成本开采深部能源还
亟须解决，万米深井肩负着破解难题，
实现科学探索与油气发现的重大任务。

8000米后每下1米都是极限挑战

跟随亿万年地壳运动，盆地内部
地下构造变形强烈，沉积物变化万千。

以深地川科1井为例，因其复杂地
质结构成为全球钻进难度最高的万米
深井。雍锐介绍，对标全球13项工程
难度指标，该井7项难度指标位居世界
第一。据估算，其面临的压力系统高
达10套，是其他万米深井的2-5倍。

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油气埋藏
具有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含硫的

特点。事实上，金属钻具如果抵达万
米之下，超高温能使其变得像面条一
样柔软，超过138兆帕的超高压环境如
同深潜入1.38万米的深海，远超地球海
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海水压力。
也就是说，井深超过8000米后，每往下
深1米，难度系数呈现几何性增长。

资料显示，塔里木油田完钻超
8000米的超深井已过百口，油田约
90%的新增储量从超深地层获取。在
塔里木盆地工作多年的中石化西南石
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专家刘志坚
看到，随着技术进步，在塔里木盆地打
一口7000多米的井，最快20多天就能
完成，还是平均效率。

“但四川盆地地质条件普遍较为
复杂，仅次于世界最难钻地区的墨西
哥湾，打一口7000多米的井需要几个
月到半年，每一口井下地层可钻性和
稳定性都千差万别，四川盆地这块‘硬
骨头’还要加劲啃。”刘志坚说。

国产金刚石钻头成为深地“利器”

叩问地宫，是一次次人与自然的
对决，冲击深地，钻头的选择极为重
要。以往，钻头需要依赖国外进口，随
着科技助力发展，国内开钻“万米”深
井，国产特制的金刚石钻头立下了汗
马功劳。

3月初，在位于武汉光谷的中国石
化机械江钻公司（以下简称江钻公司）
的数字化产线上，各种规格的金刚石
钻头整齐地摆放着，一旁的工作人员
还在仔细用工具打磨，力求其顺利开
岩破土。

“打油井的钻头不仅要靠‘钻劲’，
还得有‘磨劲’，这全靠钻头上嵌有的
圆片状超硬材料——金刚石复合片，
像锯齿獠牙磨穿岩层，产生的压强相
当于几头10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
盖上。”江钻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徐磊
介绍，在钻向塔里木盆地万米的过程
中，钻头要先后钻穿13套地层，不仅岩
石硬度越来越高，同时还面临超高温
和超高压环境。

为应对深地川科1井地层研磨性

强、井眼尺寸大带来的工程难题，其使
用的多个钻头抗研磨性更强，使用多
刀翼PDC，配合高端抗研磨复合片。

2023年7月20日，深地川科1井在
广元市剑阁县开钻。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钻头有32寸、
16寸、9寸等不同尺寸，最大的钻头有
多大？可能需要两个人才能抱住。“根
据地层不同情况，钻头选择不同，9026
米的蓬深6井用了20多个钻头，理论上
来讲，万米深井使用的钻头数量会翻
倍，但我们力求用最少的钻头完钻。”
西南油气田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马
勇说。

正探索超深井商业化路径

当下，万米深井还处于科学探索
阶段，但超8000米深井的规模效益开
发已在路上。

3月中旬，油菜花已绽放，记者来到
绵阳市游仙区石马镇，眼前一座钻井
平台稳稳地矗立在山间花田中。平台
上，一名司钻正仔细地遥控着机械手
臂，各种重型自动化设备随时待命，保
障着中心钻杆持续不断地往下前进。

这是中国石化部署在四川盆地的
唯一一口深地工程风险探井“新桥1
井”，设计井深8300多米。“为了这口井
的顺利实施，前期我们准备了整整3
年。”该井队队长叶飞说，这是他从业
以来打得最深的井，压力和挑战并存。

“钻井队优化配置、技术专家全力
保障，还有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获取
邻近井资料，现场所有的钻井设备都
实现了国产化。”作为项目现场专家团
队成员，刘志坚说，“新桥1井”也是为
了万米深井做准备，但它的意义不仅
在于科学探索，实现3年收回成本是主
要目标，用能普及的装备和最低的投
入，通过技术革新，助力商业化发展。

未来，超深井的规模效益开发还
需要人才、技术等多领域支撑。对于
当前需要攻克的难点，成都理工大学
党委书记、钻井专家刘清友教授表示，
目前的物探、化探、航磁等技术还不能
有效探测深部油气，需加大攻关，提高
油气发现的成功率。对于超深层-特
深层的钻探，超高温、超高压是最严峻
的挑战，必须进行多学科交叉联合攻
关，研发相关的技术及装备工具，并分
层次、动态地优化工程效率，实现有效
钻进和经济效益开发。

“目前，我国是唯一在探索超深井
商业化发展的国家。”刘志坚深信，如
果未来四川盆地实现了超深井规模化
效益开发，中国的相关技术就是绝对
的全球领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姚瑞鹏

受访者供图

IPO持续“零上会”
新股发行重质胜于重量

IPO“零上会”现象在持续。根据预
告，本周亦无IPO项目安排上会，这意味着
沪深北交易所将连续第6周没有项目上
会。同时，被终止审核的公司数量则继续
保持高位。受访的投行人士表示，随着
IPO全流程严格监管的政策风向愈加清
晰，后续新股发行重质胜于重量。

数据显示，沪深北交易所上一次召开
上市审核会议是在春节前最后一周（2月5
日至9日）。此后，沪深北交易所未有企业
首发上会。截至目前，三大交易所仍然未
发布上市委会议公告。根据预告，本周也
无IPO项目上会，这就意味着连续6周“零
上会”。

上市委何时恢复IPO项目上会，引发
外界关注。受访投行人士表示，中国证监
会IPO“315新政”后，在审项目需要按新
的标准重新筛选，叠加监管层强调重拳出
击IPO全流程严监管，预计短期内不会有
上会安排。

从批文发放节奏来看，自证监会去年
8月27日提出“阶段性收紧IPO节奏”至
今，基本保持每周2个项目的注册生效频
率，累计有55个项目注册生效。其中，主
板27个、科创板8个、创业板20个。

北方一家券商投行高管表示，结合当
前市场状况、新股发行节奏和强监管态势，
预计每周发行2家左右新股。目前已过会
但未取得批文的项目有近180个。

“上 1 家，撤 3 家”已成为 IPO 新常
态。2024年以来（截至3月25日，下同），
按招股日期统计，A股已发行新股26家。
同期，IPO终止公司高达80家，上市/终止
比例达到1：3.1。也就是说，在上市1家新
股的同时，就有3家公司IPO终止。去年
全年这一比例为1：0.93。

2024年以来，沪深北交易所在84天
内已有80家企业撤回了IPO申请，平均每
天约终止1家。其中，沪深主板、创业板、
北交所均有超20家企业终止IPO。分行
业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撤单最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造业紧随其后。 据上海证券报

位于广元市剑阁县的深地川科1井。

江钻公司生产的金刚石钻头。

挺进地表万米之下

油气超深井商业化何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