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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2015年海洋地质调查计划安排7个工程、28个项目，重点是基础地质、海岸

带地质、油气与水合物资源和深海稀土资源调查 

 我国首次实现管辖海域 1∶100 万全覆盖，极大提高海域地质调查程度

和海洋地质研究水平 

 我国陆域能源在油气、非常规油气、铀矿和地热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新

发现，西藏羌塘盆地油气资源量达 104 亿吨 

 日本新的《海洋基本计划》将推动海洋资源、能源开发、海洋技术，

振兴海洋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未来五年内建立一个全球海洋观测网络，提供一个世纪海洋健康评

估的基准线，跟踪全世界海洋生态系统状态 

 甘肃文县阳山探明金储量 390 吨·2020 年我国将建成海洋综合观测网络·中科院

完成第二次冰川编目·珠峰冰川过去 40 年间退缩 10%·南海自营深水勘探再获天

然气发现 

 日本新成立海洋资源调查公司·地震可撕裂海底释放甲烷·丹麦对北极地区提出

领土主张·韩国东部海域发现气田·沙特海水淡化产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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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地质调查“九大计划”之一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九大计划”之一海洋地质调查计划，重点抓好天

然气水合物试开采目标优选、技术研发等工作。2015 年安排 7 个工程、28 个项

目。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  开展我国管辖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成果集成、数据产品开发、应用与服务。实施 1∶25 万厦门、三沙等 10 幅海洋

区域地质调查。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  实施 20 口钻探井，进一步拓展资源远景

区，为优选试开采目标区提供依据；推进海域试开采技术研发，初步落实试开采

海上作业平台。继续开展祁连山木里地区水平对接井试采工程试验；与中海油、

中石油等单位合作，全方位开展试开采工程、配套技术等前期条件准备工作；继

续开展试采海域的工程地质环境调查。 

 重点海域油气资源调查  与国家石油公司紧密衔接，以海相中、古生

界新层位为目标进行选区评价，加大深部地震勘探技术方法和成藏理论攻关研

究，确定重点目标，提出钻探井位建议。 

 海岸带地质调查  系统收集海岸带资料，编制 13 种沿海重要经济区海

岸带海陆环境地质系列图；继续推进山东莱州湾、江苏南通等典型海岸带海陆统

筹的中、大比例尺综合地质调查试点；继续开展辽河三角洲、南海北部湾等海岸

带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完善海岸带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太平洋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评价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侦察  组织大洋第

36 次科考，开展我国富钴结壳矿区资源与环境调查，多金属结核矿区资源调查；

对深海稀土泥资源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进行侦察性调查。 

——《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调查报》 

 

 

首次实现我国管辖海域 1∶100 万全覆盖 

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采用高精度综

合探测技术—多波束测深、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单道/多道地震、深海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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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等先进探测技术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完成了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16

个国际标准分幅，首次实现我国管辖海域约 300 万 km
2
的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 

海洋油气方面，在南黄海中部隆起、南海北部陆坡等重点海区，圈定 5 个

有利远景区；在天然气水合物方面，完成 2.9 万 km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1.4 万

km 准三维多道地震，新发现一批指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质、地球物理和地

球化学证据，圈定 3 个远景区，确定了 2015 年钻探目标区。首次在太平洋中部

圈定 6.5 万 km
2
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初步估算远景资源量巨大。完成富钴结壳

矿区、多金属结核矿区资源与环境调查，为五矿集团代表中国申请第二块多金属

结核矿区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完成了环渤海、长三角、北部湾等海岸带综合地质

调查 10 万 km
2
，为相关省市沿海地区开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和技术支撑。

在海南岛浅海域圈定 11 个钛铁矿、锆英石砂矿资源远景区。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调查了海底地形、地貌、第四纪沉积、区域

构造、矿产资源、磁力场、重力场等综合地质要素并编制相关图件，整体成果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发现并命名一批新的海底地理实体，宣示了国家海洋

主权；厘清 38 个主要沉积盆地分布范围和海洋固体矿产分布状况。发现我国海

域油气勘探新区域、新层位，圈定了一批油气资源远景区，引领和带动了我国海

洋油气勘探和开发工作；利用水深、地质、热流等最新调查数据，全面预测了我

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有利赋存区，推动了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工

作。获取的最新综合调查资料和成果，极大提高我国海域地质调查程度，对快速

提升我国海洋地质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综合《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调查报》 

相关链接：1∶100 万和 1∶2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完成及进展状况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南通和永署礁（示范图幅）、大连、上海、海南岛、中沙

群岛；天津、上海东、台北、高雄、汕头、广州、黄岩岛、中建岛、南沙海槽、北康暗沙。 

1∶25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已完成图幅：青岛（示范图幅）；正在实施图幅：锦西-营

口、日照-连云港、霞浦县、钓鱼岛、福州、莆田、泉州、厦门、乐东、三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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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常规油气调查获实质性进展 

2014 年，我国陆域能源地质调查在油气、非常规油气、铀矿、地热等方面

取得一系列新发现。其中，非常规油气调查的新进展令人关注。 

1. 非常规油气调查 

据悉，南方地区海相页岩气调查取得实质性进展，湘西北牛蹄塘组、黔南打

屋坝组解析出含量较高的页岩气。北方地区页岩气调查拓宽陆相和海陆过渡相新

领域，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延长组发现高含气量页岩层段；河南“尉参 1井”发现

多层气测异常。通过综合调查评价，优选出 42 个有利区块，为页岩气区块招标

提供了依据。煤层气调查优选出 28 个盆地群、56 个有利区带。松辽外围发现优

质油页岩、鄂尔多斯南部渭北隆起钻获厚层油砂。 

2. 油气新区勘查 

在油气新区调查领域，西藏伦坡拉盆地实施地震勘探发现 3个岩性圈闭。钻

遇 24 层 130m 油气显示，为羌塘盆地勘探提供技术储备；南祁连木里盆地发现褐

色原油，展现出多种能源综合勘查广阔前景。油气新层系调查锁定一批新目标，

松辽外围突泉盆地“突参 1井”钻获轻质原油，在东北地区中下侏罗统获得重要

发现，开辟油气勘探新领域；准噶尔南缘博格达地区二叠系钻遇 224m 油气显示。

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取得重要新认识。羌塘盆地优选出 9个重点区块，西部大型盆

地碳酸盐岩油气调查圈定了 6个重点有利区块，经后续勘探验证，四川中西部三

叠系、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塔中下寒武系取得重大进展。 

3. 西部油气勘查获重大突破 

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西藏羌塘盆地油气资源调查与评价》经过 10 年艰苦

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一是首次确认该盆地具备形成大型油气田的地质条

件，从中优选出 6 个油气有利区带和 9 个有利区块。通过地质-地球物理勘查，

证实中生界具有 7个有效油气系统，油气资源量达 104 亿 t。 

二是首次发现了该盆地胜利河—长蛇山海相油页岩，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

大规模的海相油页岩矿床。调查评价伦坡拉油岩页岩矿床的油页岩资源量新增至

120 亿 t，是西藏境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油页岩矿床。 

三是首次发现天然气显示，气体以甲烷为主，具热解成因气特征，为羌塘盆

地油气评价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被专家誉为羌塘盆地油气勘探的又一重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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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四是初步估算隆鄂尼—昂达尔错油砂

资源量在 60 亿 t 以上，进一步扩大了西

藏地区油气勘探远景。 

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英东油田上盘 40

万 t 产能建设项目，是英东地区探明单个

油藏规模最大、丰度最高、物性最好、开

发效益最佳的整装油气田。英东油田是 2010 年发现的亿吨级油田，其以油砂山

断层为界分为上、下两盘。上盘为多个断块叠置油气藏，具有油层厚、埋藏浅、

单井产量高的特点。2012 年采用勘探开发一体化模式进行边勘探、边开发、边

试采，仅用 3 年时间就在英东上盘探明叠合含油面积 8.06km
2
、天然气储量 61

亿 m
3
。在上盘共计钻开发井 275 口，平均钻遇油层厚度达 175m。据悉，截止 2014

年底这个油田生产原油 35 万 t（累计 40 万 t）。 

 
——综合《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调查报》 

 

 

日本新的《海洋基本计划》 

最近，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日本今后5年海洋政策方针的《海洋基

本计划》。日本将根据这一计划推进海洋资源开发并加强其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

体系。根据这一基本计划，日本将把振兴海洋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官民并

举推动海洋资源、能源开发，培育新的海洋技术和海洋经济领域。 

1. 振兴海洋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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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海洋基本计划》（2013—2017年）扩大发展海洋产业经济被定位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将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在资源开发方面使用高新技术，

以推进资源开发的产业化。日本将“可燃冰”视为未来的“国产能源”，今后3

年将致力于调查周边海域甲烷水合物，争取在2018年确立商业化开采，使之成为

未来能源资源。 

现已初步勘查结果显示，日本周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潜在资源量相当于日本

100年的天然气消费量。2013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

物资源机构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利用“地球”号深海勘探船，成功从近海地

层蕴藏的可燃冰中分离出甲烷气（CH4），这是世界首例从海底成功分离可燃冰。 

在海洋可再生能源方面，今后日本将主攻海上风力发电。主要考虑：（1）

发电成本性能比最佳；（2）海上风电不受其国土面积狭小的制约；（3）在高端

技术和船舶、机构等相关产业上的链条很长。 

稀土也是日本在海洋矿业开发的主攻目标。2013年1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

机构和东京大学联合利用“海岭”号调查船，从其最东端的南鸟岛周边的海底软

泥中发现高含量稀土。分析显示，在南鸟岛以南约200km的海底之下3m左右的浅

层泥沙中，存在含量最高达到0.66%的稀土，这是目前发现的全球含量最高的具

有工业利用价值的稀土资源。 

2. 官民并举推进海洋资源开发 

发展新的海洋产业是今后日本海洋经济的重点领域。该计划提出，要把海洋

资源、能源开发和新海洋产业与市场培育一体化。通过政府与民间企业联手对海

底矿产资源、可燃冰能源的开发，既可获取矿产资源和能源，又能发展开采平台、

深海挖掘机、采掘船舶等海洋产业，并可率先发展领先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这

些都有利于今后日本企业参与从上游（资源开发）到下游（开采机械设备等）的

国际海洋产业竞争力。 

2007年7月，日本《海洋基本法》正式生效。该法规定，政府负责全面、有

计划地实施海洋政策，制定海洋基本计划，开发专属经济区和保卫日本海域安全，

任命海洋政策担当大臣，每5年修改海洋基本计划（2008年首次制定），作为日

本中期海洋战略的基本指南。 

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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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1）该基本计划制定的目的是为实现日本“海洋立国”战略目标。计划强

调了日本未来5年发展海洋事业的4个奋斗目标，包括通过国际协作为国际社会作

贡献，通过开发利用海洋谋求富裕和繁荣，从单纯享受海洋恩惠转为依法护海造

福国民，挑战海洋未知领域。 

（2）《海洋基本计划》最引人注目的包括政府海洋能源政策，着力开拓清

洁能源，强化海洋自然灾害对策，拓宽稀土、石油、天然气、可燃冰等海洋能源

的开发渠道；加强海洋权益维护措施。 

（3）该基本计划第三部分专门明确规定了民间团体和政府部门各自应该承

担的具体任务和职责。 

每5年修订一次，既是对过去5年的总结，又是未来5年的实施方案。此种做

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参照。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和做法，完善我国海洋

事业发展的政策与具体规划。研究贯彻落实建设“海洋强国”的路线图是当务之

急，丰富海洋强国的内涵，设计建设海洋强国的阶段性任务刻不容缓。 

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传目标，需要有成型的海洋战略。这个战略应涵盖两

方面内容：一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二是海洋安全战略，二者缺一不可。海洋强

国必须有强大的海洋军事力量、雄厚的海洋产业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海洋科技竞争

力作为支撑。 

——《中国海洋报》、www.jogmec.go.jp 

 

 

全球性海洋长期生态监测 

今年，联合国打算完成其首个世界海洋评估（类似IPCC的定期工作汇报）。

该评估不仅及时，而且非常重要：全世界的海洋正在受过多人类活动的威胁，包

括污染物、径流污水、过度捕捞、气温上升、土地酸化和海水酸化等。 

为了弄清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转换时间，观察的时间跨度通常有50年之久。

然而，现今全球性生态监测系统严重不足，使得海洋科学界缺失这样的长期性数

据。目前，只有两个海洋生态数据库能符合长期性的要求，但每一个都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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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海洋观测网络需要在未来五

年内建立，提供未来一个世纪海洋健康评

估的基准线。这个网络必须跟踪全世界海

洋生态系统的物种状态。 

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栖息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海岸中层海水（200～1000m

深），原本数量丰富的24种鱼类的数量减

少了63%，极有可能是因为海水中的含氧量

减低的缘故。海水中层的含氧量减少是全球变暖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水温会影

响海水的分层、混合以及通风换气的效果。对海洋中层进行监测对于判断海洋是

否健康至关重要，因此中层海水是整个海洋新陈代谢的引擎：从表层海水向下沉

淀的有机物，有90%在中层海水中被处理。据推算，全球栖息在海洋中层的生物

量可达10亿～100亿吨。 

20世纪90年代，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监测网

络，但由于有限的资金，作为公海GOOS监测的一部分，Argo计划在茫茫大海中布

设了3000个浮标用于监测水温和盐度，缺乏生态观测是该项目一大缺陷。GOOS于

2013年11月在澳大利亚商讨组建一个涵盖生物地球化学、生物学和生态系统领域

的专家小组，以应对迫在眉捷的挑战。 

——《中国科学报》、www.Sciencenent.cn 

 

 

国内外地球科学简讯 

1. 国内简讯 

 甘肃文县阳山探明金储量390吨  武警黄金十二支队在甘肃

文县阳山矿区鏖战10多年，探明金储量390t，属类卡林型金矿，居亚洲第一。自1999年开钻

发现厚大矿体后，阳山金矿以平均每年新增2～3个大型金矿的速度实现突破。该矿是最初在

白龙江勘查砂金获储量17t。“有砂金就有岩金”，十二支队沿江逆流而上，于1999年发现

老阳山2号脉，并在其外围调查，在草坪梁开挖的两条“通天槽”揭开阳山金矿的神秘面纱。

当年即钻遇厚大矿体，最厚达17.8m，最高品位达40g/t。到2002年仅在305号脉就探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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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90t，随后在安坝矿段先后发现311和316两条金矿脉，并开展阳山找矿大会战。到2007

年，矿区探明黄金储量升至200t；到2012年升至350t，随着2014年钻探工程的结束，黄金储

量已上升到390t，居世界第六，但最新勘查表明，这还远不是终点。 

 2020年我国将建成海洋综合观测网络  《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海洋综合观测网络，初步形成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能力。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岸基海洋观测系统、离岸海洋观测系统以及大洋和极地观测的

海洋观测网基本框架，但就海洋观测网的空间布局、观测手段、基础设施、技术保障、运

行机制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还不能完全满足海洋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规划》提出，到2020年，建成以国家基本观测网为骨干、地方基本观测网和其他

行业专业观测网为补充的海洋综合观测网络，覆盖范围由近岸向近海和中远海拓展，由

水面向水下和海底延伸，实现岸基观测、离岸观测、大洋和极地观测的有机结合，初步形

成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能力，基本满足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权益维护等方

面的需求。 

 中科院完成第二次冰川编目  最近，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发布了

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的结果。调查显示，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西部冰川总体

呈现萎缩态势，面积缩小了 18%左右，年均面积缩小 243.7km
2
。中国阿尔泰山和冈底斯山的

冰川退缩最显著，冰川面积分别缩小了 37.2%和 32.7%。 

本次发布的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数据对应于我国西部 2010 年前后的冰川现状。目前我

国西部共有冰川 48571 条，总面积 51840km
2
。2006 年起，研究人员利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充分利用 2006～2010 年间的开源 Landsat TM 和 ETM+遥感影像，对中国西部

冰川分布现状进行了系统更新。2002 年中国第一次冰川编目完成 46377 条冰川的目录编制。 

 珠峰冰川过去 40 年间退缩 10%  长期的遥感和地面监测发现：受全球气候变

暖影响，珠峰地区冰川面积在 1974 年至今约 40 年间退缩了 10%，冰川下游的冰湖面积在同

期扩张了约 13 倍。长期从事冰川研究、多次担任中科院珠峰冰川考察队队长的康世昌研究

员介绍，在 2013 年的科考中发现，珠峰地区东绒布冰川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冰塔林的下

限上移，冰川边缘一些高大的冰塔林已经消融崩溃；在海拔 6300m 以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冰

裂隙，而且冰裂隙的宽度也在扩大。这些都是冰川强烈消融的表现，表明气候变化对珠峰地

区的影响很明显。 

 南海自营深水勘探再获天然气发现  中海油近日宣布，在我国南海海域自营

勘探再获中型以上深水天然气发现。新发现的陵水 25-1 构造位于南海琼东南盆地乐东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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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东北部，平均水深约 980m。发现井陵水 25-1-1 共钻遇约 73m 厚的油气层，完钻井深

约 4000m。经测试，该井平均日产天然气约 100 万 m
3
，日产原油约 54t。陵水 25-1 是中

海油有限公司继陵水 17-2 后获得的又一个自营深水中型以上天然气发现。这一发现不仅

开辟了南海北部深水区油气勘探新领域，而且进一步展示了琼东南盆地深水区良好的勘探

前景。 

2. 国外简讯 

 日本新成立海洋资源调查公司  最近，由日本石油资源开发、地球科学综合研

究所、新日铁住金工程和三菱综合材料4家民营公司成立的“次世代海洋资源调查技术研究

组合”公司开始运作。其目的是为了高效调查日本海域的海底热液矿床等海洋资源，推进海

洋资源调查系统及运用方法的技术研究开发，确保（从广域调查到精密调查阶段的）海洋调

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地震可撕裂海底释放甲烷  德国和瑞士一个科学家团队的研究揭示，地震可撕

裂海底沉积物使储藏的甲烷泄露，由此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添加到全球气候系统中碳排放

列表中。研究人员说，相关证据来自2007年由海洋科学家对阿拉伯海床北部沉积岩芯的钻探

研究。在其中的一个核芯中，研究人员发现含有甲烷水合物，即在海床下仅1.6m存在像冰状

晶体结构的甲烷和水的固体。研究人员还在沉积物颗粒之间的水中发现了甲烷泄露的信号，

以及一种被称为重晶石矿物的浓聚物。 

 丹麦对北极地区提出领土主张  据报道，最近丹麦对格陵兰岛北海岸线以北越

过北极直至俄罗斯北冰洋沿岸200海里边界的区域，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领土主

张。丹麦外交大臣马丁·利泽高表示，目前很多国家都对该区域提出了重叠的领土主张，丹

麦也不可能独占该区域，但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丹麦应拥有其大部分。他说，据丹麦分别

于2007年、2009年和2012年组织的3次北极科考数据显示，丹麦在北极地区可主张的领土范

围约89.5km
2
，且北冰洋底全长约1800km的罗蒙诺索夫海岭也是格陵兰岛的延伸。 

 韩国东部海域发现气田  韩国大宇国际公司宣布，在其东部海域大陆架南部区块

第六矿区国内的高来 D 区发现了可投入商业生产的天然气田，试生产已取得成功。从 2014

年 12 月初起，大宇国际开始对该区块地下 3283m 处进行测评钻探，最终确认存在厚 90m 以

上的天然气田。大宇国际计划 2017 年上半年在高来 D 区进一步钻探 1 个或 2 个钻井，使用

韩国石油公司的东海-1天然气田生产设备连接海底输气管道，从2017年底开始生产天然气。 

 沙特海水淡化产量全球第一  沙特海水淡化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沙特仍

然是全球第一大淡化海水生产国，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18%。2012 年，沙特海水淡化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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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8.55 亿 m
3
，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6.3%，同时实现海水淡化发电 1560 万 mw/h。目前，沙

特海水淡化厂分别位于阿拉伯湾和红海沿岸。相关数据显示，沙特目前在海水淡化领域的投

资已达 1630 亿里亚尔（约合 435 亿美元），一批在建项目陆续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加淡化

水供应，2014 年沙特海水淡化日产量达到 570 万 m
3
。 

2014 年中国海油成绩斐然 

2014年中海油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交出一份闪亮的成绩单。主动适应经济

新常态，积极应对低油价“严冬”挑战，在危机和挑战面前坚定跨越信念，众志成城，继续

在“二次跨越”征途中挺起能源报国的脊梁。 

1. 连续5年实现国内油气年产量稳产5000万吨 

2014年中海油国内油气年产量连续5年实现稳产5000万吨，海外油气产量稳步增长，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老油田调整稳产，继续贡献产量价值，13个新项

目投产，成为油气上产“新生代”。到目前国内近海的生产油气田已突破百个，生产平台达

200座。中海油公司油气勘探实现历史性突破，自营与海外齐头并进，深水和非常规比翼齐

飞。在渤海，旅大21-2构造成功评价，渤中8-4评价喜获高品位油藏；在西非加蓬，盐下区

块钻遇200米厚气层，该海域发现天然气尚属全球首次……。最终超额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

达的1050亿元利润总额“保增长”目标。 

2. 南海深水勘探开发取得新突破 

2014年，中海油深水作业能力取得重要突破，“海洋石油981”基本掌握了深水钻井、

测试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海油特色的深水石油工程技术。在外国石油公司放弃的海域

—南海北部深水区，中海油自营勘探获得我国海域深水勘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陵水

17-2，连同同年投产的南海深水荔湾3-1大气田，打开了一扇通往南海深水天然气宝藏的大

门。南海大气区将为国家贡献更加丰富的清洁能源。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

项目颁发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中海油以自主创新的实干

与壮举，铸造利剑拓深海，引领海洋石油工业成为兴海强国排头兵。 

3. 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先遣军 

2014年12月28日，中国首个海外大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柯蒂斯液化天然气项目首船

液化天然气从澳大利亚出发，途经两大洋，穿越马六甲，抵达4500海里外的天津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海油每年从旗下海外油田运回的油气超过4000

万吨，油气合作让“一带一路”闪耀能源光辉。2014年，中海油建成第7座接收站海南站，

液化天然气整体接收能力跃升至每年2780万吨；全国单厂最大天然气电厂中山嘉明电厂建

成，海油天然气电厂累计生产“清洁电力”超1000亿千瓦时。 

——《中国海洋报》、中国海洋石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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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2 日第 46 个“世界地球日” 

主题：“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国土资源部决定，从 4 月 19 日—25 日为主题宣传活动周。届时全国

各地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宣传国土资

源国情国策，引导全社会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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